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文件公开莫靠委员“蓄须明志”

一年多前， 广东省政协常委孟浩，想
看广州市政府的一份名为“

39

号文”的文
件，上政府网站一查，

38

、

40

都有，唯缺
39

号。之后，孟浩在政协会议上发话，“

39

号
文”一天不公布，我就一天不刮胡子。

3

月
29

日， 广州市政府网站公布
39

号文，次
日上午孟浩在海心沙公园门口进行公开
剃须仪式。

一份政府文件，想一睹真容是如此之
难。其间，不论是媒体追问，还是公民申请
信息公开，都遭到拒绝。 后来，孟浩介入，

向政协提交提案，结果被告知，

39

号文是
“内部资料”，一怒之下，孟浩“蓄须明志”，

为支持孟浩，一律师还将广州市政府告上
法庭。

以“蓄须明志”推动政务公开，在此，

我们不得不敬佩孟浩的执着，如果不是他
省政协常委的特殊身份，如果不是他的行
为艺术让相关方面难堪，以至于市长都向
他喊话，劝他“把胡子剃了”。恐怕，这一份
政府文件的公开，将更为不易。

“

39

号文”不过是关于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投融资改革的一份文件，无关国家安
全，也无关企业商业机密，完全没有保密

的理由。给事关公民利益的政府文件乱加
密，其后果，只会令公众不满，让政府公信
扫地，“

39

号文”引发旷日持久的争议，是
个教训，也实在不值。

最近李克强总理在谈到政务公开时
就说道，“有些政府信息不及时公开，社会
上就议论纷纷，甚至无端猜测，容易引起
群众的不满，产生负面影响，给政府工作
造成被动。 ”“与其如此，还不如我们主动
及时地公开，向群众‘说真话、交实底’！ ”

“说真话、交实底”，说易行难。在有民
主议政传统和公民社会较发达的广州，政
务公开竟是这般磕磕绊绊，如果同样的事
情发生在其他地方，恐怕结局更不令人乐
观。

《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已逾
6

年，如何
将这一法律的精神真正落地，目前依然是
个问题。李克强总理说，“推进政务公开是
一项持续性工作，我们所做的努力，还需
要很多很多。 ”政府文件公开不能靠委员
“蓄须明志”，针对《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中
出现的问题，政务公开制度的进一步改革
当尽快拉开大幕，以回应公众的期待。

（据《新京报》）

“送钱执法”

体现“法外施情”

为了劝离占道摊贩，合肥市蜀山
城管局

20

多名城管队员无奈集体捐
钱，欲买下所有商品，让其离开。没想
到摊贩坐地起价，最终，城管队员以
3700

元的价格买下了货物。 对此，网
友认为捐钱买货有“送钱执法”之嫌。

市城管局副局长闻仲平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 这种柔性的执法值得肯定。

（

3

月
30

日《江淮晨报》）

摊贩安大爷是否坐地起价，或
者这个“起价”是否合理，我们没有
评述的依据。但是，城管此次执法却
是值得称道的人性化执法。

安大爷的这个摊点去年才接手，

也给别人交了租金， 因为位置好，为
了生计在这里摆摊。 对于占道经营，

城管多次进行劝离均无效，考虑到摊
主生活不易，他们一直没有采取强制
措施。 在多次沟通，安大爷一家终于
同意拆除摊棚后，执法队员捐款将店
铺剩余的货品买下，并答应安大爷搬
离后，会安排别的地方给他。

这样一种执法方式确实是柔性
执法，有利于化解矛盾，真正达到管
理目的，也树立起崭新的城管形象，

因此得到大多数网友的赞扬。 这其
实和此前报道， 并且得到舆论赞扬
的重庆交警李自立开夹钱罚单差不
多，结果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把
温暖送到老百姓心上。

不过，也有市民对此并不赞同，

他们认为这种“送钱执法” 难以推
广，“这样的处理结果好吗？ 如果其
他商贩也都效仿这样， 难道都让政
府‘埋单’吗？

确实， 这种做法的一个最大的
问题是，很难复制。遇到占道经营而
拒绝拆除就买下货物， 城管队员工
资也不高，他们能经得起捐几次款？

交警遇到有困难的违章者， 就拿自
己的钱夹在罚单里， 一个月的工资
夹完了，自己还吃饭吗？

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因
为这种做法难以复制而否定其人文
关怀的积极意义，事实上，这种“送
钱执法”还是可以复制的：

第一，今后如果遇到特殊情况，

依然可以特事特办， 不过是限制在
一定的程度之内。

第二， 我们更应该把“送钱执
法”提升为一种精神加以发扬，这种
精神其实就是“法外施情”———在依
法办事之外，加上以情感人，这样的
执法难道不正是我们需要推广的
吗？ 而“法外施情”的具体内涵很广
了，不仅是“送钱执法”，更包括关心
和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困难，例如，对
于摊贩，不仅不许他们占道经营，更
考虑他们有新的经营地点， 而且经
营收入不会减少， 这才是问题的关
键。 （据《西安晚报》 殷国安）

别只顾吃面，却把脸给丢了
这两天，发生在武汉地铁里的“热面扣头”

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引起热议。事情经过很简单：

一名乘客劝阻一名姑娘不要在地铁里吃面，姑
娘直接无视继续吃， 另一位姑娘看不惯用手机
拍了吃面的姑娘，吃面的姑娘面上挂不住，把面
拍在了拍照的姑娘的头上。在我看来，整个事件
最令人吃惊的不是把面扣在别人头上， 而是居
然有那么多人问，为什么不能在地铁里吃面！

把面当成面膜敷给别人显然不对， 但首先
要讨论的是，你为什么不能在地铁车厢里吃面。

热干面是武汉人民“过早”的首选，我第一次到
武汉吃的第一顿早餐，当然也首选它。 不过，我
要对热爱它的人们说一声抱歉， 因为这也是我
最后一次吃，它太干了，一口咬下去，满嘴浓烈
的芝麻酱，香得让人差点“香消玉殒”。我仍记得
当时老板娘一手拿勺一手拿刀看我的表情，这
个我懂，看着别人对剁辣椒避之不及的样子，我
也是同样吃惊的表情：这样的人间美味，我们凤
凰人只需要一小勺就能吃掉一大碗米饭， 你居
然不喜欢吃？

姑娘，你喜欢热干面，不代表别人也喜欢。

就算别人也喜欢， 不代表别人愿意闻着你的口
水。 你想想，在密闭的地铁车厢里，你嘴里热乎
乎的香气， 闻在别人鼻子里很可能是令人窒息
的异味啊。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每天都有女同学在教
室吃包子， 冬天密闭的教室里立即变成鲍鱼之
肆， 韭菜肉馅那浓烈的味道简直令人作呕。 从
此，一看到包子，我脑子里第一个出现的画面就
是那些在我周围一张一合的臭嘴， 只好把包子
给戒了。 热干面的故事也同理可证。

我也曾经发微博谴责过在公交车上吃包子
的姑娘———“每一个在公交车上吃包子的人，上辈
子都是饿痨而死”。 有很多人在我微博后面评论，

谴责我不体谅劳动人民， 可怜的姑娘连从容吃早
餐的时间都没有，我们应该忍受。 喂，同在一个车
厢，谁不是苦逼的打工仔，我们一车人都能在上车
前或者下车后把早饭吃掉，凭啥你就不能了？

再退一步，就算我们活该闻你的臭气，就算
你吃得一点异味都没有，一个成年人，特别是姑
娘，大庭广众之下吧唧着嘴吃东西，吃相也不会
好看吧。 总之，劝姑娘们一句，忍一忍，下车再
说，面再好吃，丢的可是脸啊。

（据《羊城晚报》 作者道哥）

“儿童商学院”

成都一家培训机构被人称为儿童“商学
院”，参加培训的大多是亿万富翁的继承人。 他
们每周上课

3

个小时，学习驾驭金钱，学费最高
一年

3

万元。 （

3

月
30

日《成都商报》）

如果我们抛开“亿万富翁”、“钱生钱”、“驾驭
金钱”等噱头，就会发现这家机构的培训其实很有
现实意义：以“只有

50

元钱，要去欢乐谷玩，该买
些什么东西”为题，教会孩子们如何列购物清单；

通过“寻宝”游戏让孩子们知道如果在荒无人烟的
小岛上，勺子、锅等比黄金更有价值，传递“价值是
相对的”理念；教会孩子们理财，树立投资意识。这
些，都是孩子们应该掌握的常识。

不过， 这些简单的生活常识并不值一年
3

万元的高价。而且，这样的教育也不只是亿万富
翁的孩子们才需要，每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同
样也都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儿童商学院”只
不过是给传统教育提了一个醒，它告诉我们，在
我们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 一些常识性的教
育已经缺失。

对金钱缺乏最起码的认识，这已经是不少独
生子女的通病。 不客气地说，只要家境还过得去，

我们很多家长已经把孩子培养成了只知道花钱容
易，不知道挣钱艰难的少爷小姐。与其我们一年花
几万元， 去一周上

3

个小时的课来灌输一些普通
的理财理念，远不如在家里对孩子进行言传身教，

或者在学校设立类似的课程更有效果。

我们的家庭和学校应该认识到， 这样的常
识教育，本不应该被列为“精英教育”，花大价钱
来完成。只要从家长到老师都能够更新理念，把
这方面的教育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和学习当中，

其教育成本会更低，效果也会更好，这也许才是
“儿童商学院”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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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特供”，更须向“特权”说不

日前，国管局、中直管理局等五部门联
合下发《关于严禁中央和国家机关使用“特
供”“专供”等标识的通知》，根据通知要求，

严禁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及所属行政事
业单位使用、自行或授权制售冠以“特供”、

“专供”等标识的物品。

去年，多个部门下发通知，禁止商家使
用“特供”“专供”等标识，起到了不错的效
果。 此次，国管局、中直管理局再次下发通
知，则将管束的对象指向了党政机关，值得
肯定。

那些印着某某党政机关、 国企名称的
“特供酒”等产品，伤害了党政机关在民众
心目中的形象。显然，那些掌握权力者享受
着“特供”的种种好处，怎么还会和民众同
呼吸、共命运？ “特供”的背后就是特权，禁
用“特供”、“专供”标识，也就是向特权说
“不”。

现在，各种“特供”乱象纷呈。媒体曝光
的不只是有茅台、五粮液等“特供”酒，一些

名不见经传的企业也打起了“特供”牌。 从
四川监狱系统特供五粮液， 到河南检察院
特供酒，种类繁多。特供的物品从烟酒到菜
蔬，琳琅满目，商家还借此炒作，杜撰出很
多冒牌的“特供”产品。 这种乱象所呈现出
的，是从商家到某些机关，对权力的崇拜，

以及拥有权力的优越感。

禁用“特供”标识，可能会很快见效，不
过，要消除特权滋生的土壤，则并不那么容
易。 不排除一些机关单位确实不再用“特
供”标识了，但实质上仍在享用着从烟酒到
蔬菜等特供产品。对此，有关方面应该有所
警觉，禁用“特供”标识之后，还要谨防特权
的使用更加低调而隐蔽。

禁用“特供”，向特权说“不”，需要与转
变作风联系起来。 十八大之后， 中央出台
“八项规定”、“六项禁令”， 改进工作作风、

会风、文风。 改进作风不只是厉行节俭、反
对奢侈浪费，反对“特权”也是其中的重要
内容。领导人出行不封路、严格执行公务车

辆配备和公务接待标准等，目的也很明确，

就是反对特权。一些党政机关使用“特供”、

“专供”标识物品，正是一种不良的作风，而
且影响极坏，和公款吃喝一样令公众反感。

所以， 各地各部门也有必要跟进， 从取消
“特供”开始，向各种“特权”说“不”。

另外，“特权”意识的存在，本质上是因
为权力失范、 职能错位。 在一些官员的眼
中， 权力不是为民众服务， 而是为领导服
务，为本部门服务。 掌握权力者应该谦卑，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不应谋求特殊利
益，或以“特供”自利，以“特权”示人。 消除
“特权”滋生的土壤，就是要规范权力的运
行，需要权力的运行公开、透明，接受社会
监督，同时，通过法律和制度建设将权力关
进笼子里。

禁用“特供”，反对“特权”，当然还需要
依法进行监督、问责，鼓励民众监督、曝光。

希望通过标本兼治，权力运行更加清廉、高
效。 （据《新京报》）

日前，湖南省郴州市有
4

个县区的
14

名机关工作人员因被暗访发现作风问题
而受到免职、诫勉谈话、停职、解聘、批评
教育等处分。 其中，苏仙区马头岭乡党委
委员、纪委书记杨某臻因浏览不雅网页并
且不配合暗访人员调查，被免除党内外一
切职务；另有两人因上班时间玩游戏丢了
乌纱。 （

3

月
29

日《潇湘晨报》）

如今， 随着社会运转速度的不断加
快和竞争压力的逐渐加大，很多公务员，

特别是一线部门的公务员， 早就告别了
“一张报纸一杯茶”这种既轻松又单调的
日子。 然而，在某些基层部门，由于没有
日常性管理任务，加上平时监管松懈，一

些公务员依旧常常过着一坐一整天无所
事事的日子。 看看报纸喝喝茶不足以
“熬”过一天，而电脑和网络的普及则给
他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消遣方式：爱
打游戏的打打游戏；想寻点刺激的，就像
这名纪委书记， 则偷偷摸摸浏览不雅网
页。 当然，有胆子更大的，还会擅自脱岗
自找娱乐节目。

这次暗访抓到了一小撮“小鱼小
虾”，算是给某些混日子的公务员敲响了
警钟。 但如果只寄望于通过暗访来整顿
作风，而不去加强监督制度建设，这样的
“小鱼小虾”恐怕永远抓不完。

文
/

小正图
/

春鸣

如此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