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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个户口”的漏洞谁来修补

近日，陕西省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龚爱爱被曝光有两
个户口，在京有

20

多套房产，价值逾
10

亿元。 随后，神木警方将其
虚假户口注销———然而，据

1

月
22

日《京华时报》报道，经查实，“房
姐”龚爱爱至少有

4

个户口，除了此前被曝光的两个，另两个分别在
北京市朝阳区奥运村派出所和陕西省神木县大柳塔派出所，户名均
为龚爱爱。

一夜之间，“房姐”又多了两个户口，神木警方这次不能再说“工
作人员输入失误”了吧？ 尤其是，那个值钱的北京户口，又是怎么得
来的？倘若假户口如此好弄，不仅房屋限购什么的注定都是浮云，富
人个税申报与官员财产公示，岂不也都只能对君子有效？

众所周知，现实生活中的户籍藩篱，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不可逾
越的障碍。然而，一再爆出的新闻给公众的感觉是，对于那些“权贵”

阶层而言，户籍简直就是随随便便就能弄到的“废纸”。

从全家双户口，到一人四户口，告诉我们一个必须直面的现

实：“户多多”恐怕不是一时一地的个案，而很有可能是普遍存在
的乱象。借之以隐匿财产洗白黑钱也好，借之以突破规章限制获
得特权待遇也罢，“户多多” 凸显了户籍管理中的制度漏洞和监
管混乱。 然而，直到如今，还没有一个相关部门出面给公众一个
交代，既没有进行专项整治的通知，也没有承担责任并向公众道
歉的意思。

“相关部门”不应该任由神木警方以“工作人员输入失误”之类
荒谬谎言敷衍民众，不应该将更多潜在的“户多多”交给媒体和舆论
去曝光， 更不应该让那些在户籍腐败中权权交易的双方继续逍遥！

“户多多”的制度漏洞应该怎样去封堵，在身份证中输入具有唯一性
的指纹信息能否轻松甄别“户多多”？户籍民警工作中的不负责任或
者滥用职权，应该怎样去限制和监督？ 利用假户口隐匿的财产一旦
事发又该如何处置？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一个站出来担责的部
门！ （舒圣祥）

官二代“吃空饷”，

源于公权裸奔
近日有网友反映，

2010

年， 襄阳市襄
州区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世群滥用职
权， 将自己至今仍在高校读书的儿子罗钦
扬安排进入区财政局非税局， 并且领取工
资，“吃空饷”的行为有工资花名册为证。襄
州区纪委监察局回应称， 罗钦扬高中毕业
后以招工形式进襄州区财政局二级单位非
税局工作，随后上大学一事属实。 （

1

月
21

日人民网）

对于“吃空饷”，国家不会答应，社会公
众不会答应，这不仅有损道德风化，更有窃
取国家财产之嫌。工资是法定的劳动报酬，

不上班但工资照领， 这样的舒服日子谁不
想拥有，并且直到等到三年后才被曝光，罗
世群滥用职权已严重至极， 必将接受党纪
国法的严重处置。

近年来，“官二代”吃空饷屡屡被曝光，

一方面说明，人民群众监督权力很到位，但
另一方面也说明确有部分党员干部将权力
“私有化”，用作谋家庭幸福之工具，公权裸
奔不得不防。防止公权裸奔还得对症下药，

齐抓共管，上下联动，必须廉政教育先行，

社会监督给力，惩治警示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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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羊肉精粉的开水就
可以变身羊汤，猪肉涂上牛肉
香膏竟能吃出牛肉味……日
前，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各类
调味品、添加剂在一些食品批
发市场随处可见。但这些食用
香精是否有害， 从市场到企
业， 从管理部门到检测机构，

却无人能给出明确答案。

这正是：

开水眨眼变羊汤，

香精遍洒很吃香。

若问安危浑不知，

监管责任莫抛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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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反腐讲话网民为何直呼过瘾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
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
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总书记用“踏石留印、抓铁有痕”这
样的语言，向人民群众再次表达了从严治党的决心与力度，这令许
多网友大呼“过瘾”“给力”。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抓住了腐败问题的“牛鼻子”。 历
数近年来腐败落马的高官，哪个不是权力膨胀，肆意妄为才酿成身
败名裂？权力运行缺乏阳光照耀，“一把手”和“班长”就敢说一不二，

形成一言堂。权力过大，缺少制约，就敢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多
少高官锒铛入狱，才感叹“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

需要通过反腐的制度建设，向从政者传递信息：如果不把权
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苍蝇”和“老虎”迟早会关进牢笼里。只有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才能从根子上铲除滋生腐败的
土壤和环境，让从政者爱惜羽毛，用权时不敢擅用，擅权后必被
追究。

与其“挥泪斩马谡”，不如未雨绸缪。大案要案要严查，更要防微
杜渐。 既要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的“权为民所用”权力观的教育，更要
重视从制度上建立一套科学完备的权力监督体系。 完善民主集中
制，加大施政行为公开力度，创造更多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这样无
论是“老虎”还是“苍蝇”，生长环境没了，也难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
了。

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经常抓、长期抓，这是中央对人民的庄重
承诺。 网民普遍认为，党风纯、政风清、吏治明，应有可期。

（新华社记者徐扬）

一顿饭 1.5万，官员吃喝胆从何来？

中央“八项规定”及各地改进工作作风规定出台以后，公款消费
总体锐减，但也有一些人在顶风大吃大喝。近日，海南省有关部门在
海口一家酒店暗访公款高消费等问题时， 就看到一张消费高达

1.5

万余元账单。

一边是限制公务接待标准出台， 一边却还有公职人员大吃
“万元餐”？ 近年来， 不少地方政府都出台了限制公务接待的文
件，要求公务接待坚持节俭。 可一些官员到了酒店，就千方百计
突破标准胡吃海喝，什么“工作需要”“招商需要”“关系需要”，借
口还不少。

一些官员顶风吃喝的胆从何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刚性
的约束和严格的惩处制度。 在一些官员看来，吃喝的事很难有具体
的标准，所谓“接待标准”也纯属花拳绣腿的玩意儿，因此根本不将
其放在眼里，我行我素。在过往的现实中，很少有人因公款吃喝“吃”

掉“官帽”，也鲜有人因公款吃喝“吃”进了“局子”里。在一些地方，官
员即使是“顶风”吃喝，发现后也顶多是批评了之，或曰“下不为例”。

如此一来，顶着标准吃“万元餐”也就不奇怪了。

另外， 一些地方遏制公款吃喝缺乏长效机制也是一方面原因。

以致出现这样一种怪现象，在限制公务接待“抓得严”的时候，一些
官员老老实实，一旦“风头”一过，他们就照样每日山珍海味、肆意挥
霍。

要刹住公款大吃大喝的不良风气，就必须动真格，除了要在
顶层设计上加强制度建设，也需要各地创新手段，制定具体可行
的实施细则。 比如，通过公开每笔餐费并接受公众监督，以严厉
的惩处遏制违规浪费行为。 当前， 一些地方在规范公务接待方
面，推出了吃自助餐、机关食堂就餐以及吃饭自掏腰包等做法，

就值得借鉴和推广。 （夏慧萍）

“老百姓买不起房是因为他们没
本事”

———河南省一名
80

后政协委员
在河南“两会”上雷语不断。

出处：中国新闻网
“只是把自家兄弟房子卖掉，怎就

成了网上逃犯”

———四川男子偷哥哥房产证贱卖
房屋，落网后称不知犯法。

出处：中国新闻网
“这道题，在英国得上好几堂课，

学生才能学会”

———中国小学生快速算出
72÷3

的答案，英国老师惊讶。

出处：浙江在线
“我是旧社会的人，吃得苦”

———成都
90

岁老太捡垃圾拒人
帮忙。

出处：四川在线
“一个乘客丢的钱是钱，众多乘车

人耽误的时间也是钱， 这个误工费谁
出”

———海口乘客公交车上失窃，司
机停车报警被其他乘客投诉。

出处：《南国都市报》

“按摩女比较有钱”

———山东男子连续
3

天持菜刀
抢劫按摩店。

出处：《齐鲁晚报》

“除数学题我留下自己做，剩下的
都租出去了”

———长春三年级小学生雇初中生
代写作业，明码标价签合同。

出处：《新文化报》

“好玩”

———济南两男子盗窃高档摩托车
被抓，如此回答作案动机。

出处：《济南日报》

“刚才反映过我杀人了，尸体还在
那，快过来”

———陕西男子杀死女友后奸尸，

多次打电话催媒体“咋还不来”。

出处：《三秦都市报》

“总统都有任期制，大队长当然也
要有期限”

———上海一小学生向校长建议设
定少先队大队长任期制。

出处：《解放日报》

（嚣尘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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