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记者探访景德镇发现，这个举世闻名的瓷都，已经与“官场”结下
了分不开的微妙关系。 相比于高端烟酒类礼品，作为艺术品的瓷器，由于价
格“含糊”，升值空间可观，又颇具“风雅”气息，成为商界与官场的“雅贿”媒
介。 （

2

月
26

日《中国经济周刊》）

将贿赂之举冠以“雅”的名号，听来荒谬，却道出真实的怪现状。 现金钞
票不足贵，而瓷器不但能扫去“铜臭”，提高品位，其价值还“深不见底”，万
一“出事”也查不出个究竟，安全着实有保障，由此博得官商的青睐。

艺术收藏品市场的兴盛，原本应是经济和文化繁荣的可喜指标，但表
象下遮蔽的腐败实质，却让这种繁盛变了味。 景德镇“大师”们的身价，仰仗
官员的“品位”与商人的“需求”，审美的旨趣被捏在了权力者手里，“贵”与
“美”背后，皆为“权”的实质。

虽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官员就一定没有艺术修养，但由“官员趣味”支撑
起的瓷器经济，被混杂进权钱交易隐蔽利益链中的艺术品市场，都会因畸
形发展而脆弱不堪。 文

／

李杏图
/

曹一

水是生命之源。 水质遭受污染，轻则生活质量下降，重则危及生
命安全。 这些道理说起来浅显易懂，到了保护水生态时，却往往有人
弃之不顾。近来受到广泛关注的“打井灌污”事件，让人对我们面临的
水生态多了一重忧虑。

据媒体报道，一些地方企业雇人打井，把工业废水灌进去，“一口
50

米深井每天可灌入
20

吨至
30

吨污水”“打井供企业灌污已形成地
下产业链”。 对此，地方有关部门称，排查后未发现“将污水排到

1000

多米的水层”，却也未否认“打井灌污”现象存在。

以往，有人直接把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进河流湖泊，污染的
是地表水，容易看见。现在的“打井灌污”行为，污染的是地下水，危害
一时不易被察觉，但时间久了，危害自然爆发。这种追逐眼前利益、不
顾未来长远的短视行为，无异于自断生路。

当前，地下水污染已经成为威胁群众健康的一大“恶性杀手”。一
些地方人畜饮用受污染的地下水后， 出现了癌症高发、 牛羊绝育现
象，也有的地方大型水源地因受到严重污染面临报废。这些触目惊心
的现象，无疑给“打井灌污”之类的发展思路敲响了警钟。

面对群众担忧和质疑，相关地方应当及时警醒，彻查“打井灌污”

问题，并认真吸取教训，全面排查和治理水污染，严防企业以破坏生态
环境为代价谋求发展的短视行为。 （

CFP

供图新华社记者李劲峰）

@

微评论
@

@

一语惊人
@

温州垃圾河 民不告官不理？

温州屡被曝光河道污染问题，不少网友表示愿意出钱，请环保局局
长们下河游泳。记者了解到，温州环保局已于

22

日作出决定，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清理垃圾河专项行动，并在温州环保局官方网站设立“垃圾河
大家找”举报窗口，邀请网友一起督察河道污染。 （

2

月
25

日浙江在线）

市民悬赏环保局局长游污染河道，悬赏金额不断加码，一时间引发
舆论的狂热喧嚣，而环保官员时而表示“责任不在自己”，时而称“管不
过来”，时而又不惜重金在地方报纸推出“自我表扬”专版，更激起广大
民众的不满。温州环保部门高调部署专项行动，并且设立举报窗口邀网
友参与一起督察，这样的姿态无疑是一种进步。

不过，此举还是让人觉得敷衍、做作的意味。大家都知道，河道污染
不像少数企业违规排污那样隐秘，大多都可以“一目了然”，环保执法人
员只要能够做到常在河边走，不怕发现不了，何必煞有介事地请网友举
报？难道环保部门习惯了坐在机关大院和办公室内执法、治污？又或者

对河道污染“民不告官不理”，只有群众举报了才出手？

市民之所以悬赏
10

万请环保局局长下河游泳，就是因为相关河道
污染状况触目惊心， 已经叫人忍无可忍， 难道环保部门真的就没有发
现？网友们更列数当地多河段被严重污染，环保执法人员是熟视无睹还
是佯装不见？大张旗鼓地开展专项整治固然很有必要，但不妨先把群众
已经“举报”出来的河道治理好，以显示出顺民意、履职责的诚意，不然，

怎能叫人不犹疑，连重金悬赏都“不为所动”，极力推诿、搪塞，“名不见
经传”的寻常举报能管用么？

环境保护事关群众切身利益， 环保部门尽责尽力履行监管执法职
能，是群众共同的期待。 而且不少污染“非一日之寒”，须从源头上加以
治理，不能等到污染形成了、后果产生了、群众举报了才有姗姗来迟的
治理行动。 因此，回应民意诉求，保护生态环境，不妨多些积极应对，少
点被动作为，多些务实举措，少点务虚形式。 （范子军）

监督权力更需大刀阔斧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
2013

年《法治蓝皮
书》，其中一份报告称：公职人员亲属依靠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经商办
企业，获得稀缺资源，破坏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导致各种不公。 然
而，多数公职人员反对将亲属违规经营所得上缴国库。

公职人员亲属从事营利行为，法律上并未一刀切地禁止，但限制条
件不少，例如

2010

年出台的《廉洁准则》规定：党员干部不得为亲属经
商提供便利；干部之间不得交叉提供便利；在管辖范围、业务范围内，近
亲不得从事与公共利益有冲突的经营，等等。 但一直以来，由于监管措
施乏力，法律权威不足，信息透明度不够，导致各种限制规定效力缺失。

在一般人看来，公职人员亲属经营活动，已成为隐性腐败的温床。

亲属经营问题如此，裸官的问题，亲属任职回避的问题，也多有类
似。 没有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盯得住官员妻子儿女，却不一定能盯
得住财产来源、转移路径。 规定官员亲属任职回避，如《公务员法》规定
不得有上下级关系，同属机关内不得担任特殊职务，等等，但现实中呢？

公职人员交叉安排亲属，相互委托和照顾，这类事情时有发生。

法规、文件频出，中央三令五申，各种制度补丁一个接一个，乃是不
得不如此。权力荫蔽近亲要限制，手段要强硬，人们当然乐见其成。但从
常理发问，公职人员的行为，及其亲属的行为，能做出多么精确的区分

呢？ 公职人员亲属的行为当然是限制、监督得还不够，但这不是问题关
键。 当权力自身失去有效制约，导致权力四处衍生，利用职权便利的形
式越来越隐而不显。

权力衍生与泛化，监督的对象也就不得不泛化，需要防范的问题越来
越多。 盯着官员，盯着亲属，从直系到远亲，从职权到行业，从政府到市场，

各个方面一起抓，各种手段都在用，有时却还是如望风捉影，力有不逮。

看来，不从权力制约本身下大力气，其他的一切或许就真成了“微
改革”。监督公车，要设置一些特殊标识；监督采购，要讲招标程序完善；

监督突击花钱，要讨论预算编制如何修改……这些用处当然有，需要赞
同并呼吁推进，但就怕这些手段成了全部，成为依赖。修修补补，都是改
革，问题却同时在繁殖，正如盯紧了官员亲属，权力能量仍不免继续旁
逸斜出，散向更复杂的关系网络，能够借其便利的又岂是亲属而已？

在这个意义上，更要强调顶层设计的作用。 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

不从源头上约束权力，我们就要被动跟着问题走。 权力荫蔽所及，监督
范围都要跟着拓展，“微改革”越来越多，作用越来越不明显。根本上，这
些附加、延伸、泛化的问题早该在源头给堵住。 如果说公职人员亲属从
事营利要给予更严格、强硬监督，那么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让公职人
员根本没有能力荫蔽其亲属。 （据《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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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菩萨保证我和小兰顺顺利利
幸福结合在一起”

———江西一文广新局纪委书记向
菩萨保证娶情妇为妻。

出处：大江网
“对相关规定学习还不够到位，对

相关条例内容不大了解”

———广西横县工商局被曝每个局
长的办公室达

70

平方米，回应称因学
习不到位。

出处：新华网
“如果还不起作用，我们就用一年

时间搞一个拜狄仁杰维权万里行”

———河南工人拜狄仁杰墓， 求其
显灵查枉法判案法官。

出处：华声在线
“真实冤狱，绝无恶搞！如有雷同，

请勿跨省！ 刑讯逼供，我好怕怕”

———河南农民拍微电影借“包公
穿越审案”申冤，以上为片尾字幕。

出处：中原网
“这套房子真是抢来的，我感慨死

了，锻炼真顶用啊”

———北京
20

岁小伙和
40

岁大姐
为争好房源比赛“马拉松”，结果大姐
获胜。

出处：《北京晚报》

“丢丑都丢到天上去了”

———武汉男子在国际航班公务舱
内私拿红酒，遭网友吐槽。

出处：《潇湘晨报》

“我还真没遇到过这么厚脸皮的
小贼啊”

———宁波小偷行窃时被录像，依
然抵死不承认，民警感慨。

出处：《现代金报》

“生活上不缺钱，偷东西只是因为
刺激好玩”

———江门富裕男子盗窃车内财物
被抓，自称只为好玩。

出处：《广州日报》

“这事要问问法制科才行，我们判
断不了”

———浙江一幼儿园连遭房东破
坏，园长报警十余次派出所称管不了。

出处：《现代金报》

◎

嚣尘辑

“打井灌污”无异于自断生路

优化管理
26

日，武汉市交管部门公布
全市首批“闯红灯”交通违法行
为高发的

20

个路口， 提醒驾驶
员行经这些路口注意。 同时，将
对容易让驾驶员产生误会的路
口电子眼暂时关闭进行调整。 记
者实地探访发现，部分闯红灯高
发路口， 确实存在通行时间短、

信号灯易误导等现象。

@

东湖居士： 这个做法不
错，在提醒驾驶员注意时，更多
地检讨交通信号灯的设置问题，

并及时调整，毕竟故意闯红灯的
还是极少数。

不妨改改
“摇号将以家庭为单位、连

续
24

次没摇中自动获得购车
指标……”针对近日有网友在微博
中发布的“北京

2013

摇号新规
定”，

25

日，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
管理办公室表示，该内容系谣传。

@

伤心太平洋
2008

： 今年
摇，明年摇，有人有车两三辆，急
需用车摇不到， 无奈只有等等
等，拜托，总要给人希望吧，就算
表彰有些人的韧性吧。

阻力何在
根据住建部提出的住房信息

联网的进度要求，

2012

年
6

月
30

日前应实现
40

个重点城市的个人
住房信息系统与住建部联网。 但
“截止时间”已过去近

8

个月，住建
部尚未公开联网工作进展情况。据
悉，一些地方或部门不愿意主动配
合完成联网工作，是主要的阻力。

@

塔格奥：不用急，等某些
官员把多余的房子卖完了，这网
自然就能连上了。

何 雅 之 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