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子“前腐后继”谁之过？

通过伪造装修合同骗取
477

万元拆迁
款，并伙同父亲刘希泉受贿

41

万元购买宝
马车。 近日，朝阳区原副区长刘希泉之子刘
伟因诈骗罪和受贿罪被一中院一审判处有
期徒刑

20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11

月
19

日腾讯网
)

两个月前， 时任朝阳区原副区长刘希
泉因受贿

190

万而“落马”，现如今其子也
锒铛入狱，等待着的是

20

年的铁窗史。 俗
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可这刘氏
父子显然把团结的劲儿使错了地方， 妄想
着互帮互助地捞好处，最终“福利共享”没
实现， 却让这个建立在贪污腐败基础上的
家庭成了一叶扁舟，被堕落的洪水所淹没。

笔者不禁唏嘘，在这个“拼爹”的时代，“我

爸是李刚” 的招牌有时反而成了引火上身
的“种子”。

显然，刘伟“铤而走险”是怀着侥幸心
理，但区长之子的“标签”无疑是其制胜的
“法宝”。 每一次的“捞好处”，都是其父在疏
通关系，在骗取国家拆迁款的过程中，更千
方百计地合伙造假，如此“不劳而获”或许
还真是遗传， 难怪网友们用甄体调侃：

“父子”组团腐败真是嚣张极了。 笔者以为，

父爱过度“惹的祸”是事实，然而，廉洁防线
被“冲垮”更是主因，酿成了这父子“前腐后
继”的悲剧。

当然，刘伟的“成功”，除了其父开辟
的“绿色通道”起了作用，也暴露出官场
对干部“身份” 大多买账的现实“潜规

则”，令人担忧。 试想下，

477

万的“骗补”

既能躲过层层关卡，除了客观存在的审核
“漏洞” 外， 又有多少是睁只眼闭只眼的
暗中“庇护”，正是这顶“乌纱帽”成了万
能的“

pass

卡”，才让这父子俩的贪腐路越
走越荒唐。 内因的诱导，外力的“助长”，畸
形的温床得以泛滥。

父子接连“落马”的悲剧成了舆论热议
的谈资，可笔者更希望，这不仅是个笑话，

更该是个教训，提醒为官的父母，别被爱冲
昏了头，用些离谱的法子走“捷径”，最终害
了下一代。 当然，也希望更多的“官二代”能
引以为戒，莫拿长辈的身份“撑腰”，自食其
力的奋斗才是最佳选择， 不然最终自己翻
了船，更连累了家人受苦。 （安之若素）

“怕得罪人不敢不收”的受贿理由很荒唐

广州城管队长受贿
400

余万元， 称怕
得罪人不敢不收。 广州一名城管队长王宝
林任职期间收受贿赂人民币共计

432

万
元、黄金制品

500

克，分别以受贿罪、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庭审过
程中， 王宝林称行贿人都是通过中间人来
行贿，这些中间人有权有势，如果不收得罪
不起。 王宝林还称：“这里就像一座庙，庙里
有很多菩萨，我肯定不是最大的菩萨，也不

是最小的小鬼。 他们到庙里来上香，肯定不
是只给我一个上。 ”（

11

月
19

日《新快报》）

现如今不少官员落马后， 都有一肚子
的“委屈”，都千方百计为自己的贪腐行为
找借口。 什么“人情往来”论、“工作需要”

论、“维护关系” 论……一个比一个冠冕堂
皇，一个比一个“催人泪下”，仿佛这些人受
贿实属万不得已， 他们其实是作出了很大
的“牺牲”，不仅无罪，反倒“有功”。 然而，事

实毕竟是事实， 再绝妙的说辞顶多只能为
其略略遮羞， 无法改变其受贿贪腐的丑陋
本质。

“怕得罪人不敢不收”的受贿理由，其
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要知道，城管队长
害怕得罪的，乃是有权有势的中间人。 某些
官员就是这样，他们不怕得罪党纪国法，也
不怕得罪人民群众，他们只为权势折腰。 这
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某些地方和某些领域
贪腐现象之严重、之普遍。

更耐人寻味的，是城管局长“我肯定不
是最大的菩萨”的表白。 那么，到底谁才是
“庙里最大的菩萨”呢？ 那些有权有势的“中
间人”又是何方神圣？ 一个区区城管队长，

受贿额竟已高达数百万。 那些“菩萨”级别
的“大人物”，背后又藏着多少惊人的内幕？

相关部门理应顺藤摸瓜。 然而，情理之中的
事情做起来困难却可能很大。 官场利益链
往往一环套着一环，错综复杂，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很多事情如果深究，必然是一扯
一串、一挖一窝。 小鬼出了事，如果深究就
可能扯出中鬼，深究中鬼就可能扯出大鬼、

大大鬼……估计有很多人物都不希望这样
查下去，担心会影响“稳定”。

近日，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物必先腐，而后
虫生。 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
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并要求“各级党
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 更加科学有效
地防治腐败”。 我觉得，对东窗事发的贪腐
案件一追到底、扩大战果，把那些有权有势
的“中间人”和“大菩萨”也揪出来，就既能
体现各级党委“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的决
心，也能起到“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

的作用。 乔志峰
/

文吴结
/

绘

“师生同考”有何不妥？

11

月
15

日、

16

日是宿迁全市高三第一
次统考，宿迁中学的学生们发现，任课老师也
和他们一样端端正正地坐进了考场， 认真地
答卷。 原来， 这是宿迁中学今年新出台的规
定，全校所有

40

周岁以下
(

含
40

周岁
)

教师都
要参加高三的统考。 宿迁中学校长办公室的
朱主任表示，这项新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帮
助年轻的老师尽快成长。参加高三统考，也是
为了让年轻老师熟悉高考试卷模式、 考试重
点、 难易程度， 以在自己的教学中更有针对
性！ ”

(11

月
17

日《现代快报》

)

对宿迁中学的新规， 不仅宿迁中学的教
师有微词，不少网友也认为不妥，觉得师生同
考多此一举，没有实际意义。 笔者认为，在目
前教育体制下， 高中教师参加参加高三的统
考，确有必要。

目前， 国内高考择优选拔的标准还是应
试教育，高三进入了高考准备的冲刺阶段，高
三统考事实上是高考的模拟考试， 是对即将
进入高考学生实力及其准备情况的全面摸
底，相当重要，负责指导高三毕业生高考的高
中老师当然要对高三统考重视起来。 这种重
视不是纸上谈兵，夸夸其谈，而是体现在对高
三统考的难易程度、难点与重点心中有数，以
便加强高三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从而提
高高考的升学率。 师生同考正是要达到这个
目的，还可让教师感悟考试的弊端，体味学生
的艰难，萌发推进考试改革的思想火花，有何
不妥？

现在，一些高中老师反映激烈，说白了，

是怕考不过学生丢面子。由于各种原因，教师
考不过学生再正常不过。教师的重心在教，设
法帮助学生掌握应知应会的知识及技能，其
能力体现在诸多方面，解题只是其中之一。学
生的重心在学， 学的好坏主要体现在应对试
题的能力， 学生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放到
解题上， 学生的考试成绩完全可能比教师要
高。因而，老师大可不必为怕考不过学生而纠
结。我们也不会用教师的解题成绩盖棺定论。

不过，如果教师解答试题的能力很强，那不是
更好吗？ 实际上，教学与考试是相互联系、相
互促进的，教得好、考得也好的教师是左右开
弓的难得高手， 师生同考正是要促使高中教
师越来越多地成为这样的高手， 这是高中学
生的福音嘛。 （于文军）

9分入围者“羞”红了谁的“脸”

在温州一事业单位公开选调中， 一考生
考取

9

分进入面试，三位考取
50

多分的考生
没有获得面试资格。昨日，一份温州龙湾区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笔试结果在网上流传，

并引发质疑。

(11

月
20

日《新京报》

)

得
9

分者进入面试环节， 着实有点说不
过去。 主办方解释说是因为考生所报的文化
馆总共就有

3

个人，招一人，按照
3:1

的面试
比例， 考多少分都得让进面试。 话虽然这样
说，可是连他们自己都觉得不是很光彩，在龙
湾政府网站上公布了面试结果中， 仅仅公布
了考生准考证号、成绩外，并没有其他准确信
息。 看来，主办方考虑得还很周到，顾及了考
生的颜面问题。

但是，在本人看来，更应该脸红的是温州
龙湾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从考试流程看，

该局选拔录用人才是以笔试为基础的， 也就
是说，笔试成绩没有达到一定标准的，就不能
有被聘任的机会。 既然文化课程考察占据这
么重要的位置，即使是

3

：

1

的面试比例，也应
该有个入围的标准，就是在挫子里面拔大个，

也不能不管不顾，剜到筐里就是菜啊。

9

分者
入围， 这对文化课考察工作是一个多么大的
讽刺啊。

虽然， 该局说
9

分考生在面试环节已经
被淘汰出局了， 证明该局考察人才还是有一
定标准的和底线的，如果真是这样，何不把这
个标准再往前提一提呢， 提到笔试的那个阶
段，规定出笔试成绩的最低限，或者针对选拔
专业对文化课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适当在考
题的难易程度上酌情考虑， 这样做至少有两
点好处，一是可以避免给当事人造成伤害；二
是也给局里减少了麻烦，省去了对不“中意”

人员去组织笔试的工作， 还能节约人力、物
力，何乐而不为呢。

通过这件事， 我们多么希望在以后的招
聘组织中，如果主办方能考虑得再周全一些，

再科学一些，再合理一些，那将避免多少尴尬
啊。 （姜炜宏）

“幸福感”：发展中凸显人的分量

你幸福吗？ 网络上热议，电视里追问，

人人感受不同， 这实在是一个无法简单回
答的问题。 然而， 在众说纷纭中凝聚起共
识：幸福，源于个人感受，更系于国家发展。

放眼中国实践，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
观回应的正是人民对幸福的呼唤。 人们不
再像过去那样迷恋

GDP

增长，更注重人在
发展中的位置，认识到破坏生态、浪费资源
的发展不可持续。在旧有发展模式下，

GDP

上去了，个人财富增加了，许多人的幸福感
可能并没有提升。

“幸福”的字样写入多省“十二五”规
划，百余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的目
标，“人民” 在十八大报告中出现

145

次。

将幸福概念和人本思想注入执政理念，愈
发凸显了发展中人的分量。 义务教育全免
费，农业税成为历史，城乡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全覆盖，全民医保基本实现，减贫

6734

万人……党和政府执政方略， 把国家富强
和人民幸福统一起来，从重数量到重质量，

从重增长到重共享， 通过改善民生提升了
人民幸福指数，也为科学发展注入新动力。

面对现实矛盾，努力实现公平正义，老
百姓才能过得更舒心、更愉快。 经济发展是
实现幸福的基础， 但仅仅有物质财富的增
加未必能够使人感到幸福。 可以想象，假若
就业靠“拼爹”、上学走关系、权益少保障、

贫富差距拉大，就会使人伤心、寒心，撕裂
社会，造成对立。 公平感的获得，权益受到
尊重，在很多时候比财富的增加更重要。 我
们看到，“异地高考”的合理诉求渐行渐近，

收入分配改革更加注重公平，公民“四权”

得到保障， 惩治贪腐绝不容情……实现社
会公平，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虽然我们
作出了努力，仍有许多不足的地方，但实现
公平正义正愈益成为老百姓的共识， 不断
强化人们对美好未来的预期和憧憬， 增强
着人们的信心。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
要“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令人备
受鼓舞。 公平正义只有与现代化建设相向
而行，才能使百姓更温暖、更幸福。

瞻望未来发展， 建设丰饶的“精神家
园”才能使幸福有更坚实的依托。 许多国家

现代化建设经验表明， 离开文化的浸润和
文明修养的提高， 人们的精神世界就会变
得苍白和空虚，放任功利盛行，造成人际紧
张，平添内心焦虑。 温润心灵，涵养人生，成
为当下中国的热词， 表明人们渴望寻找幸
福的归属。 免费开放美术馆、图书馆、文化
馆，全力实现广电村村通，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覆盖城乡， 提高文化产品质量……

这些发展和进步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
期，给人们精神生活带来不少改变。 低级趣
味遭到唾弃，真善美得到弘扬，社会和谐因
子不断增长，健康向上的社会取向，丰富了
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深刻思想内涵， 提升
了社会文明水平，为幸福注入不竭的源泉。

发展是人民幸福的保障， 政府工作的
根本归依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
尊严”。 当然，幸福生活不能靠赐予和施舍，

而要靠自己不懈努力去争取。人们有理由期
待，“个个都有好工作， 家家都有好收入，处
处都有好环境，天天都有好心情，人人都有
好身体”。在这样一个美好愿景中，我们每个
人都应该是参与者和创造者。 （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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