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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就是副局长

叶青，福建人，出生于1962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金系毕业。曾任武汉市武昌区政协副主席等职，2003
年5月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

在叶青的从政历程中，“车改”是其最浓墨重彩的
一笔。

因为提倡车改，他被恐吓、被孤立，也被老家亲戚
指着鼻子骂。更多人冷眼旁观：作为副厅级官员，叶青
也要配公车，他自己改不改？

到统计局上班第一天，叶青就拒绝了单位派来的
司机，用车改的方式率先“革自己的命”。距离近骑自行
车，距离远就开车。后来有了共享单车，他基本上有所
有共享单车的会员——— 就连现在用的保温杯，都是共
享单车企业给的赠品。

因为每次出差都是叶青开车，湖北省统计局就出
现了一个特有的现象：副局长当司机，后排坐着处长或
者科员。

为此，叶青身上还流传着几个“段子”：一次去下面
地市出差，刚停车，接待单位的领导就迎上来，紧紧握
着其他同事的手说：“局长您辛苦啦！”

等叶青停车回来，已经没人等候，最后得到保安好
心指点：各个领导的司机都在某某房间里喝茶等候。最
后，众人一脸尴尬地在司机房间里找到了正在聊天的
叶青。

这样的事多了，局里有了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跟
叶青一起出差的同事，到目的地后大家统一下车。下车
先介绍：开车的司机是副局长。

建议多了“得罪人”

叶青看着不像个“当官的”。一副黑边眼镜戴在圆
圆的脸上，总是笑眯眯的，不仅没有官威，甚至没有“官
样”。

除了前副厅级官员的身份，叶青还是知名经济学
家。从政之前，他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

身份变了，性格没变，还是一样敢说。除了车改，叶
青的建议越来越多：建议通过政府单位停车场查官员
的车牌号，看是不是有人开企业名下的车；建议查每一
个售楼处，看官员买房是谁付款；建议登记每个官员的
实际居住地，看房本是否为本人……

他不区分“经济学家叶青”和“副厅长叶青”，甚至
在中央级的内参上实名接受采访，指出“统计造假”这
样尖锐的问题。要知道，他可是统计局副局长。

叶青知道很多话自己不该说，但是他觉得在其位，
不得不说。

“我学财经、学历史，我的知识结构决定了我提的
建议就是要得罪人。”

想把自己写进历史

“学历史的人，都想把自己写到历史中。人就像星
星，有些是流星，有些是恒星。流星一瞬而过，但如果成
为一颗恒星，就像孔子，几千年都在闪耀。”

在他看来，当更大的官，在历史的长河中算不上
“痕迹”。如果工作平平，退休后很快就被忘了。如果
为民服务，做了很多好事，那会被人民记很久。叶青
说：“公车改革，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重要的
痕迹。”

叶青说，从政20年，他最珍惜的不是副厅的职务和
待遇，而是保留了话语权：如果自己这颗星星能发光，
那一定是公车改革和坚持说真话的光芒。

退休后的叶青获得了更多空间，他把更多的热情
投注到自媒体中，除了日常的微博专栏，还拍抖音。他
以经济学家的身份讲课、评论，视频播放量常常高达百
万，成了“网红”。

作为叶青抖音团队的负责人，朱明创是叶青的“粉
丝”。辗转要来叶青的电话，他鼓起勇气发了一篇“小作
文”，希望能够说服叶青开抖音。“没想到，叶教授一点
架子没有，很快给我回信。”朱明创说，自己算是追星成
功，也感受到了专业的骄傲和被人需要的成就感。

朱明创的工作室在武汉东湖边的一个小村里。工
作室是民房改造的，屋顶的一个角落用玻璃搭了一个
天窗。叶青站在光下，微霜的鬓角被阳光染成金色：“很
少有开天窗的屋顶，这样光能透过来，生活还是需要多
一点光。”

叶青正在拍摄短视频。

2月10日，叶青拿到湖北省委组织部下发的退休通知，这位“另类厅官”开始
了他的退休生活。

叶青最出名的，莫过于连续8年在全国两会上提建议，要求进行“公车改革”。
上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第一天，叶青“炒”掉了自己的司机，自此开始了“叶氏
车改”。当一个“另类”的官员，是自由更多，还是孤独感更强？退休之后的他，又将
开启什么样的生活？记者近日采访了这位网民眼中的“中国最具个性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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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青：“另类”是对我最高的奖赏

被称为“另类厅官”的叶青已经开始了他的退休生活。那么，他怎么看待外界对自
己的评价？“叶青”这样的官员能够复制吗？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与叶青展开对话。

记者 郭春雨 李岩松

记者：对个人来说，从政到副厅级干部，算
一种重要的痕迹吗？

叶青：是重要的痕迹。说实话，如果我只是
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提车改，别人肯定会认为是

“羡慕嫉妒恨”。但2003年当了副厅后再提车改，
大家就相信我确实是“自己革自己的命”。所以
当我知道要去从政，非常高兴。并不是因为想当
官，而是我觉得公车改革可以实践了。

此后作为人大代表，连续8年以官员的身份
去呼吁公车改革。有百姓说我是中国最“另类”
的官员。“另类”是对我最高的奖赏，不是每个官
员都能得到这样一个“头衔”。

记者：我看您的行程，退休后好像更忙了。
叶青：我把人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是求学，第二个阶段是工作。现在我到了人生的
第三个阶段，需要把前两个阶段的人生积累发
挥出来，这是释放精华的阶段。我60岁退休，后
面说不定还可以继续工作30年，现在我每一天
都很忙。

记者：你最开始关注公车改革是什么时候？
最开始提出了什么方案？

叶青：让我正式有车改想法，是1998年的大
庆车改。1998年我在一次演讲中说，“哪一天我当
了官，第一天就车改。”我到湖北省统计局上班
的第一天，就提出了公车改革。当时局长问要怎
么改？我说很简单：自购私车、一月补助500元、出
武汉市实报实销、建议双轨过渡。局长说第二天
回复我。第二天早上，他对我说，“就这么改！”

进行车改也跟我本身的专业有关。我是学
财政的，什么叫财政呢？就是政府的收入支出和
平衡，政府要增加收入，减少支出，要爱惜老百
姓的血汗钱。

我的“自我革命”，一年节约了8万到10万。
我当时就提，如果推行车改，一辆私车一个月补
贴1000元，取消其他费用，一年最少能省8万元。
当时，官方统计全国公车数量大约为200万辆，
那全国车改可节约1000多亿。

记者：您从大学教授的身份到了副厅，应该
也有亲戚、朋友来找您办事吧？

叶青：这个也有，但是我就跟他说，我没
啥权力。

我刚来统计局的时候，有个亲戚想让孩子
来当我的司机。我说我要进行车改，不会再有
车，更不会有司机。当时这个亲戚很不高兴，把
我骂了一顿就走了，说我怎么这么傻，有好处不
捞。

后来车改全国推行以后，我还接到过老家
亲戚的电话，他在国企当干部，好不容易熬到了
副总有了配公车的待遇，因为车改把车改掉了。
他也从电话里把我骂了一顿，这几个事情之后，
也没有亲戚再找我办事了。

记者：那如果一些年轻干部想要大胆的提
建议，他们应该怎么做？

叶青：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觉得
需要进行制度的改革，鼓励大家实名来提建议，
营造让干部敢于说话的气氛。

有一些基层的干部，他们对自己省市的规
划建设都很有想法，但没有充分表达的渠道。我
建议干部有了想法就写下来，直接以邮箱的方
式发给省长、书记。省委可以设置一个专门的秘
书班子进行整理，筛选之后可以直接到省长、书
记的办公桌。想让干部敢干，干部敢为，一定要
让他首先敢想，敢于提出意见。

记者：近年大学生中掀起来了“考公潮”，您
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叶青：我想告诉这些考生，如果你考公务员
的目的是当大官，最后可能会失望。如果说考公
务员的目标是为人民服务，说不定你就成功了，
因为这种心态下不论做什么都会想着做到最
好。只要是一心一意为人民做事，即使后来没有
什么很大的机会被提拔，等到老了，也会觉得很
安心，当官不是考公务员的唯一目标。

记者：前30年的经历，您觉得最高光的时刻
是什么时候？

叶青：首先是2014年7月16日的全国性公车
改革；其次是2016年3月16日，这一天公布了5个
统计的违法案例，新华社的内参当时采访了6个
人，只有我要求把我的名字和职位写上。这份内
参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批示，直接推动了统计
督察机制的建设；第三个是本月7日发布的《武
汉新城规划》。我在2021年3月21日就提出要打造

“环梁子湖科创圈”，相关部门采纳了我的建议，
在武汉新城规划中把湖区的概念融入其中。

记者：网上有一种声音，称车改是失败的。
因为公车改成车补，是增加了当地的财政支出。

叶青：我在这里澄清一下。之前的公车是地
方财政、政府单位、社会三方共养，加起来至少
3000亿元，财政负担1000多亿元。车改之后，政府
单位和社会的养车压力基本没有了，地方财政
需要承担大概2000亿元，作为车补发下去，财政
增加，其他减少。这实际上是两本经济账，一个
着眼于全国，而另一个聚焦于地方，两者的矛盾
显示出公车改革的复杂性。但是，养车的这些钱
归根结底都是老百姓的税收，车改是给财政部
门添麻烦，但给老百姓省了钱。

记者：目前的车改效果，达到您理想中的效
果了吗？

叶青：只达到了80%，剩下的还需要继续推
动。比如说，车辆的补贴明细需要继续加强，比
如说哪些区域属于车改区，去这些地方工作不
应该再要车补报销等，超出了这个区域可以按
照一公里多少钱进行油费补贴，但是现在这些
还是不够透明。还有就是有些干部要到企业去
考察，企业派车来接送也不应该，因为一来一
回，也是增加了费用，而这些费用其实都在这些
官员拿的车补里了。这只是其中几个例子，所以
说车改还要改，比如说事业单位的车改、退休老
干部的用车等，这些都需要继续改革。

文/片 记者 郭春雨 李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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