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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官”背后有无腐败须彻查
当前社会公平诉求高涨

,

不断爆出的
“房”字辈官员

,

更显刺眼而伤神。有些普通
百姓一辈子不见得买得起一套房子

,

一些
官员的房产数量却多得足以令人生疑。 在
现有的制度框架下

,

官员的工资收入很难
有如此大的购买力

,

法律也不允许官员兼
职或经商

,

其买房的钱从哪来？基于生活常
识
,

民众对“房官”的质疑乃在情理之中。

因此
,

对于官员暴露的超乎寻常的财
富
,

理应当作案件线索予以追查
,

这是依法
从严治官的必然要求。 法律对官员的治理
规则

,

就在于以一种“有罪推定”的思维予
以设防。要知道

,

对官员多套房产的执法调
查
,

并不是非要掌握了多少房产不合法的
证据

,

而是建立在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逻
辑基础上。 任何官员只要对自身超常的财
产来源无法自证清白

,

就可能涉嫌腐败
,

就
有必要进行彻查。

(

据《京华时报》

)

官员价值体系亏空
钱房就来填补

不断揭出新的腐败官员成了时下中国媒体的
最大热闹。他们要那么多钱和房子做什么用？这是
个有趣的问题。

根本原因是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被市场经济
冲得七零八落

,

社会的价值困惑相当严重
,

应有的
一些价值标尺或者变得很软弱

,

或者成了缺位的
真空。与此同时货币标尺大行其道

,

它的统治地位
在向很多本应拒绝它的领域蔓延。

贪官们也都是社会人
,

他们的拜金主义在社
会上有着深厚背景

,

当对他们的权力制约稍有漏
洞
,

或者他们有了法不责众的错觉
,

问题就一发而
不可收。

反贪腐既要依靠制度的强硬
,

也必须是对社
会价值体系的重新整理和构建。 它还应是在此基
础上对官员合法利益的认真安排

,

也是社会围绕
廉政建立一些关键共识的过程。否则的话

,

反腐败
只能是一场“运动”

,

抓出一批贪官
,

社会出一出
气。

(

据《环球时报》

)

义昌垮桥
还需拿出更有力回应

河南连霍高速公路义昌大桥垮塌现场
,

终于
通车。不过

,

事故引出的另一起“舆论次生灾害”

,

也
悄然发生。

必须承认
,

一些事故发生确有不可思议处
,

一
些问题也确实复杂曲折。 但越是不可思议

,

越要证
据充分有力；越是情况复杂

,

越要分清轻重缓急
,

既
需要对大家最为关心的伤亡信息多一些权威发
布
,

又要对事故原因的认定谨慎科学。

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回应能力
,

表面上看取决
于危机处置的应对技巧

,

实质上决定于对权力来
源的认识程度。 如果把百姓“放在最高位置”

,

就会
更加关切百姓的痛感、忧心群众的顾虑；如果明白
“让人民监督权力”

,

就会直面事故疑点、及时发布
信息；如果铭记“安全责任重于泰山”

,

就会组织力
量对每一起事故进行负责任的调查

,

汲取教训
,

避
免悲剧再发。

(

据《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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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中国式驾考”通病，关键要斩利益链

多交
3000

元可以尽快考试； 学车过
程中被迫宴请教练； 理论考“潜规则”，

1000

元可以找“关系”；计时卡“失踪”，自
己学车为别人攒学时……在广州学车，

“屈辱感是最主要的感受， 很像狱警与犯
人的那种关系”。 一位刚在广州某驾校拿
到驾照的学员无奈地向媒体吐槽。

驾校靠学员而生存，按说驾校应该把
学员当作“上帝”来供养。 现在倒好，拿钱
消费的学员不但没有“上帝”的感觉，反而
有当犯人的感觉。 为何？ 因为学员们没有
选择权，驾校市场是垄断的，只要你想考
驾照，就必须通过驾校。 而且表面上看各
驾校之间有竞争，但本质上却是“天下乌
鸦一般黑”。

当然，广州学员们所遇到的问题也是

“中国式驾考”的通病，公安部的统计数据
显示，我国每年有近

3000

万人在考驾照，

如何让这些驾考者挺起胸膛练车，不再低
三下四地哀求教练？ 或者说破除驾校垄
断，让公民个人可以自行申请驾考，到底
有多难？

从法律上说，根据公安部《机动车驾
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只要准备了居民
身份证、 户口簿以及身体条件证明材料，

就可以申请考试。 也就是说，公民个人自
行考驾照是有法律依据的。这其实也是驾
考的“美国模式”。 在美国虽然也有驾校，

但公民学车可以自由选择，许多人的教练
就是自己的父母，驾考也只是分理论与实
践两个环节： 理论相当于我国的理论考
试，实践就是路考。 问题是这种模式在我

国能行得通吗？

不可否认，受场地所限，国人要想自
行学车确实很困难。而且在学车过程中如
何确保安全也是个问题。但这并不是个人
必须通过驾校才能驾考的理由。目前的驾
校培养模式多是应试教育的理念，纯粹是
为了考试而训练，一切只为拿到驾照。在
这种应试模式下培养出来的驾驶员，

安全意识并没有很大提升，甚至出现理
论考试后交通规则全忘记的尴尬。 因而，

个人以为， 只要在考试环节严格要求，由
谁来培训学员的驾驶技能和安全意识就
不是问题。事实上在国内，也出现了不少
以个人名义通过驾考拿到驾照者，也
没有证据显示这些司机就一定比驾校
培训出来的司机危险性更高， 那么采用

“美国模式”，以个人名义考驾照就具有可
行性。

在这种模式下，驾校又有何作用？ 驾
校只是个中介培训机构， 不具有约考权，

也没有名额分配权， 完全由学员自行选
择，学员想选择哪个驾校，哪个教练，什么
时候练车，什么时候考试，都可以自行选
择。 在交费上，则实行分段交费，学一科交
一科的培训费，就像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一
样。 如此一来，驾校自然不敢再像对待犯
人一样对待自己的学员了。

把驾校完全推向市场，让学员自由选
择是通过驾校培训，还是个人自学来考驾
照， 必然会涉及到驾校背后的利益链，关
键是相关部门有勇气斩断利益链吗？

(

岳流
)

春节临近
,

不少企业进行评选颁奖
,

有的国有企业年会奖品竟然是金条、

银条
,

而有的公司却只发
20

个馒头的年终奖
,

还有网友晒出自己
6

双袜子的
年终奖。

一边是金光闪闪价值昂贵的金条
,

一边是价格低廉的馒头
,

此种福利有
天壤之别。 能享受金条的奖主并非就有过人的神力

,

只能说是其占据的位置
好
,

要么是垄断行业
,

要么是资源性行业
,

而没能挨到“公”字边的企业员工却
没有这么幸运。 这种悬殊加大了社会贫富差距

,

也与当前倡导节俭的大环境
不符。 罗瑞明

/

文

“县里没钱，告也是白告，还搭诉讼
费”

———河南宜阳县招待所吃
18.9

万
元海鲜不给钱，检察院工作人员如此劝
货主。

出处：《大河报》

“给我
20

万元，不然你就是第二个
雷政富”

———天津男子
PS

合成艳照敲诈
政府官员，已发出去

70

多封。

出处：中国新闻网
“让别人知道毁了自己的名声”

———安徽阜阳一名校长多次强奸
高一女生，女生怕坏名声不敢报警。

出处：《安徽商报》

“给女儿凑择校费”

———贵阳一女子偷价值数千元皮
衣被抓，如此辩解作案动机。

出处：金黔在线
“成本低，味道好”

———上海一火锅店用地沟油熬底
料，店主受审时称“从重庆考察来的”。

出处：《东方早报》

“别说你们了，我自己看也会害怕，

但是，妖怪本来就是很可怕的”

———《西游·降魔篇》上海首映被指
太吓人、重口味，周星驰如是说。

出处：《新闻晚报》

“有用僵尸户口买的，为阴宅”

———郑渊洁微博声讨“房姐”事件，

提醒租户不要继续租住。

出处：《北京晚报》

“她
50

岁了，没得文化”

———四川一乡政府城管办主任妻
子开饭馆取名“政府餐厅”，当事官员称
妻子无文化私取店名。

出处：四川新闻网
“我捅你的这一刀，我自己捅回来”

———东莞少年与他人争执捅伤对
方后自捅一刀身亡，被捅伤者成被告。

出处：《新快报》

馒头与金条

农民工被哄抢用不着遮掩

农民工秦某取了
1.76

万元
工资后不小心骑车跌倒， 手中钱
被风吹起， 路人和轿车司机在马
路上疯抢，等警察赶到只剩

3000

元了。 有
3

名路人捡到
700

元还
给他，更多的人捡钱后离开。（《东
方早报》

2

月
4

日）

对此事件， 上海警方在微博
上的表现不可谓不迅捷，

2

月
3

日下午此事成为微博热点后，

2

月
4

日零时上海市公安局官方微
博就通报了事件进展。 到了

3

时

39

分时， 上海公安新闻办民警
@lamesaint

发了一条长微博，名
为“给真相一点时间”，称情况并
不像“大家最初的判断”。

12

个小
时后，上海警方正式定性，称此事
并非哄抢，捡拾者在陆续归还，热
心人络绎不绝等。

且慢， 除了几位身着制服易
于辨识的环卫工外， 有哪位捡拾
者是真正主动归还的呢？ 警方举
例称白色面包车上的人在捡钱后
便打

110

反映情况， 其实他们中

有一人忙着捡钱脚被撞伤， 如果
没这个意外， 这几位在监控录像
中生龙活虎拉开车门就狂抢，连
后方来车都不顾的“汉子”，会主
动联系警方吗？ 警方还找了个
理由，称秦某当时离事发地点
较远， 很多人捡钱后不知失主
是谁就走了。 且不说目击者称秦
某当时跪地求大家不要抢， 就算
真不知失主是谁， 想还钱完全可
以站在原地不动（秦某此后就在
事发地点等待还钱） 或者直接打

110

，何必等新闻成热点后再展现
觉悟？

人性有大恶，也有大美，秦某
收到了

2900

元捐款就是大美，有
人冒充秦某家属骗捐款就是大
恶，是非黑白，一码归一码。 一心
想美化现实， 并无益于社会道德
水平的提升。 就算把归还的

4100

元（截至
2

月
4

日
17

时）说成花，

也改变不了还有一万多块钱未还
失主的事实。

（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