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实八项规定需“踏石留印”

在谈到改进工作作风、落实八项规定时，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 要以踏石
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
成，防止虎头蛇尾，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
的成效和变化。掷地有声的承诺，回应了群众的热
切期盼，也是对全党的郑重要求。

工作作风不是小问题。俗话说，针尖大的窟窿
能透过斗大的风。 无论是奢靡浪费、浮夸浮躁，还
是官僚主义、自由散漫，都不断侵蚀着党和政府的
公信力，冲击着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防火线。如果
不坚决纠正，任其发展，党和人民群众之间就会竖
起一道无形的墙，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
去力量，甚至有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

这些年来， 作风建设经常讲， 也取得一定效
果，但存在抓一抓有好转、松一松就反弹的现象。

对于八项规定的执行， 是否也会一阵风或流于形
式，确有一些干部群众存有疑虑。

为此，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开出了“药方”———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 要做到踏石留印、抓
铁有痕， 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抓
起。 各级领导干部应以身作则，说到的就做到，承
诺的就兑现，切不可“要求别人多、自己做得少”。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需要将八项规定落到实
处、细处。八项规定的针对性、可操性强，落实如何
关键看执行。对上级机关而言，下级机关不合规定
的行为和现象，要责令整改、严肃纠正；对各级党
委和政府来说，每年要选择几个突出问题，持之以
恒地解决；纪检监察机关则要加大检查监督力度，

执好纪、问好责、把好关，防止大而化之，用不良作
风反对不良作风。

改进工作作风任务繁重， 八项规定是个动员
令，也是个切入口，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
目的。只要各地区各部门认真执行中央规定，从群
众不满意的地方抓起， 自觉接受群众评议和社会
监督，自会以不断提升的作风建设实效凝聚党心、

赢得民心。 （新华社记者周英峰赵超）

转移战场

新闻：日前，记者暗访
10

余家
省级驻京办餐厅，大多均被告知，至
少

3

日内餐厅的包间和宴会厅都已
预订一空， 主要都是国企和政府部
门的公务接待和年会。 由于驻京办
餐厅更具私密性， 今年很多企业宴
请政府官员也选在这里。 （

1

月
28

日《新京报》）

中央严明要求“厉行勤俭节
约”，眼下风声正紧，公款吃喝以及
请官员吃喝五星级酒店目标太大，

具有隐秘性的驻京办餐厅顺势上位
成为新宠，一改以往冷清的场面。感
谢上苍，如今风水转到我家，不过现
在这里似乎已不安全了， 谁又会成
为下一个“幸运儿”呢。 会有的。

每桌菜肴动辄数千元， 饮酒必
选茅台，“你要是想正儿八经办事的
话”，

8000

元一桌“基本才像个样”。

我以为， 这里面许多吃喝的要害不
在于铺张浪费问题， 官员凭什么接
受地方、企业的宴请，即使私密地一
起喝杯茶也有不干净的嫌疑， 何况
躲起来大吃大喝， 吃好喝好好“办
事”。

无论是吃喝中的公款靡费，还
是吃喝背后的灰色交易， 都指向权
力没有被牢牢地关进笼子里， 总有
不少空子可钻， 如果仅仅停留于下
禁令、提要求，下边就会变出许多阳
奉阴违的戏法来，难以风清气正。

（文
/

李建华图
/

焦海洋）

微评论
利益之争

李先生卡着预售期去买南京
到武汉的火车票，车票

20

秒内就
被抢光， 无奈高价从黄牛手中购
票， 却在开车前一天发现

12306

网站冒出上千余票，据黄牛透露，

车票开车前“复活”是“规律”。 记
者调查发现，南京到武汉、九江、

北京均存在这种“席位复用”，与
各铁路局之间的利益博弈挂钩。

＠

大嘴巴垃圾车：“席位复
用”到底啥意思没搞明白，能看出
来的只是，票务的综合管理协调主
要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利益之争。

不必分批
重庆

11

名党政干部及国企
高管涉不雅视频被免职后， 最早
爆料的朱瑞峰称自己还掌握多名
重庆官员涉及此案，他表示，如果
相关部门再刻意掩盖， 他会把

5

个高官的淫乱视频一个个曝光。

＠

扭腰村民：为什么不一次
曝，难道还等着分批慢慢来？苍蝇
老虎都跑不掉。

禁止自学
自学准备参加驾考的南京市

民小苏， 被车管所以必须先通过
驾校培训为由拒之门外。近日，并
未找到相关明文规定的小苏，向
法院递交状告南京车管所行政不
作为的起诉书。

@

陈谋中： 学成花了
8000

元，教练对我没说过
8

句话，在车
上一共坐了

8

个小时，大概就
80

分钟在开车， 然后， 就考试过
了———这就是我学车的全过程。

@

奔跑儿的蜗牛：关键是学
会，学好，学精，不是吗？垄断之下
没有选择学车方式的自由。

“打包有奖”。

———武汉一酒店为免浪
费，对打包顾客奖

10

元。

出处：《武汉晚报》

“不信弄不死她”。

———商丘艳照门主角张民
强一家身居要职， 其子曾威胁
举报女子。

出处：《京华时报》

“广深高速的收费堪称‘费
坚强’”。

———广东人大代表林慧批
广深高速收费十年来仅降

2

元。

出处：《深圳商报》

“国家并没有放开‘私人’

培训市场， 只有驾校有资格培
训学员”。

———南京市民自学考驾照
被车管所拒绝，状告其不作为。

出处：《现代快报》

“祝早日离婚”。

———福州女网友发帖称婚
庆公司服务太差， 公司员工如
此回应。

出处：《海峡都市报》

“卖猪肉也可以卖出北大
水平”。

———

50

多名大学毕业生
赴上海菜市场卖猪肉。

出处：《温州都市报》

“‘小畜生’等称呼是该老
师对孩子的昵称”。

———上海一小学教师称学
生为小畜生、蠢猪、贱班，校长
辩称系昵称非侮辱。

出处：《新闻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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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语惊人
@

“大国空巢”是个人难以承受之重

“老龄化”是指
65

岁以上老
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7%

，我国的
这一数据在

2010

年为
8.87%

。 人
口老龄化会造成诸多严重的问
题， 我们已经在报刊电视上看到
很多。 但是当这些问题出现在我
们身边时， 却往往显得像是家庭
内部的问题， 是父母与子女的问
题，是赡养方式的问题。

比如说， 老人的日常生活能
不能得到保障， 日常所需的照料
有没有人来做， 以及老人在精神
上是否得到了慰藉。 这些从物质

到心理上的需要， 的确都是很现
实的难题；不过我们必须意识到，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大国空巢”

已经成为定局。 这种局面下一方
面尽可呼吁儿女多多关心老人，

另一方面还得通过及时调整政
策，减轻“空巢”给个人及社会带
来的痛苦。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 这
是因为在中国， 政府之手的引导
性作用十分显著。 无论是生育政
策带来的低生育率， 还是产业扶
持释放出的巨大经济能量， 在很

大程度上都表明政策在指导、甚
至决定着人们的生活。 如果有关
政策不改变， 老年人经历的空巢
孤独， 以及年轻人为尽孝而产生
的纠结， 终将成为个人承受的痛
苦， 而难以纾解整个社会所承担
的痛苦。

我觉得，好的社会政策，首先
要正视“空巢”背后存在的种种不
合理的制度安排， 而不能寄望于
通过类似“常回家看看”的立法，

将难题推会给家庭及个人。其次，

如果政府顾不过来， 就该为民间

创造宽松自由的氛围， 让企业也
好投资者也好尤其是公益组织，

让他们充分准备， 主动为老年人
提供广泛的支持体系， 帮助他们
二次融入社会、 适应新的社会关
系。最后，还应当为下一代或下下
一代变老以后的生活做好预防，

避免老龄化一直延续下去。 毕竟
这个过程相当漫长， 所以找到人
口严重老龄化的最根本性原因并
加以扭转，总是可行的，至少是值
得公开讨论与平等对话的。

(

林坤
)

上哪找“反腐突破口”

伴随中央高层连续释放的强
力反腐信号， 官员房产已成新的
舆论焦点。 当财产公开还只是少
数地方低级别的试水阶段， 不少
官员对名下的房产已开始果断地
深度操作， 一股抛售风渐成席卷
之势。

中纪委向中央通报的说法被
中纪委回应称报道不实， 但媒体
获取的部分信息显示， 全国一些
地市抛售严重， 其中官员抛售豪
宅最厉害的是广州与上海。

尽管此前社会多有猜测，但
面对这类信息与具体数据， 还是
不免震惊。 有

29

套房的“房叔”、

立
4

个户口的“房姐”，真的不过
是小巫见大巫， 一个上海就抛售
了

4880

套，得有多少个“房哥”、

“房爷”、“房祖宗”施展大手笔啊！

震惊之外，当然还有收获。官
员财产公开不能解决所有的腐败
问题，但一定是反腐利器之一。现
在官员们慌不择主、 急不可待地
抛售房产或更名， 就是最好的反
证。 所以， 是否推行官员财产公
开，“元芳，你怎么看？ ”已纯属多
余；讨论来讨论去，看某些官员的
脸色“等待条件成熟”，只会更深
地远离民意，贻误反腐战机。

从见报的信息看， 官员对待
财产公开的态度可略分为三类：

力挺派， 以广州政协副秘书长范
松青为代表，主动递交提案，建议
广州试点公开官员财产并表态愿
带头公布；顾虑派，以磐安县旅游
局副局长虞晓峰为典型， 靠个人

奋斗积累，拥有“三套房子、一辆
汽车”，视财产公开为“意想不到”

的压力；反动派，不仅明里暗里反
对财产公开，而且已有洗钱、转移
财产的超前行动。

依据确切的数据， 目前还只
能说官员财产公开的反动派是少
数，而积极支持者，包括通过观念
引导、 政策解释由顾虑转为赞成
的支持者，我相信是多数。这一点
很重要， 对官员整体作出实事求
是的判断， 将有助于我们厘清财
产公开的所谓风险意识， 不至于
在路径选择时缩手缩脚， 在策略
考量上举棋不定。 决策者一定要
有这种底气： 官员财产公开不仅
不会天下大乱， 且对多数官员客
观上将是一种负责任的关爱与保

护；少数反对派的反对与抵制，本
质上是心虚胆怯的表现， 恰恰反
衬出财产公开的政治正确性及其
反腐的道义力量。

反腐是一场战争， 这个定位
形象而深刻。 现在，围绕财产公开
这一阵地，交战双方都有“山雨欲
来风满楼”的紧张感、迫切感。 此
“楼”已不是象征，而是实指，指匆
忙抛售的豪宅别墅， 指设法匿名
转移的物业， 指官员及家属当下
大量套现提取的外币。 总说改革
要攻坚，反腐要找突破口，难道这
还不是绝好的突破口吗？ 突破口
就摆在面前，攻还是不攻，加大火
力还是佯动而已， 是战胜腐败还
是被腐败搞垮， 没有更多的时机
可供消费。

(

大林）

“大医院是很赚钱的，其中
很大一部分来自过度检查。 ”近
日，在广东省政协会议的分组讨
论上，医卫组的委员们“自曝”行
业中的潜规则。 多位委员都谈
到，由于主管部门及医院要求控
制药品收入在医疗总收入中的
比例，一些科室、医护人员在诊
疗中为病人过度检查。

(

李宏宇
)

过度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