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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刹住官二代“火箭升迁”之风

一则“毕业半年连蹿两级！ 安庆惊现
22

岁团县委书记”的帖子近日在网上疯传。 网
友爆料称：“去年的这个时候，男主角常骏生
还是池州学院的在校生； 仅仅过了不到一
年， 年仅

22

岁的常骏生已经开始以共青团
望江县委副书记的身份，公开亮相。 ”知情者
透露，常骏生的升迁，跟其担任望江县编办
主任的父亲常德有关。 目前，望江县委已对
常骏生作出停职处理。

古有“连升三级”，今有“连蹿两级”。 短
短半年间，常骏生从一名学生青云直上成为
团县委副书记，令人咋舌。近年来，官二代被
“破格提拔”、“火箭升迁”的话题，成为人们
围观热议的焦点。 有媒体统计显示，自今年
3

月份至今，已先后有
5

名年轻官员涉嫌非
正常升迁。 “半年连蹿两级”的常骏生，无非

是为“火箭”一族再添一员。

中国有句老话叫“朝里有人好做官”。年
轻官员被“火箭提拔”的背后，人们不难窥见
“拼爹”的身影。尽管身为县编办主任的父亲
究竟在儿子非正常升迁中的作用尚需查究，

但基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官场沉疴，人
们足以有理由对此持疑。

其实，官场“拼爹”无需如“我爸是李刚”

般的歇斯底里，官官相护、权权交易现象即
可让“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更何况，掌管编
制大权的官员本就与组织人事部门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 “拔出儿子带出爹”或许并无
悬念。 但问题的关键还不在“大树底下好乘
凉”， 而“谁推荐的”、“谁提拔的”、“谁考察
的”、“谁监督的”，才是官员任用怪象丛生的
真正土壤。

干部提拔是需要条件、讲究程序的。 明
显有悖规则和常识的“破格”与“火箭式”，是
难以掩饰的官场硬伤。纵观对非正常升迁的
查处， 每每不外“事件曝光———当事人停
职———启动调查———问责当事人”， 鲜见有
人为用人失当、监管失察买单。

没有对规则的敬畏、 漠视对程序的秉
持、缺乏对公正的恪守，胸中仅存“人情世
故”而失却民意法度，那么规则被扭曲、程序
被虚置、公正被亵渎便不无可能。 而从源头
管控非正常升迁的出炉， 对干部任用失察、

失责者的追责不可或缺。 毕竟，吏治不彰对
政府公信力的挫伤害莫大焉。

“亡羊补牢”的事后查处，不如“退而结
网”地防患未然。 而问责失察者或具釜底抽
薪的预警效应。 （张玉胜）

浇灭爱情

“转包”

《华商报》报道，宝鸡高新区一名小学教
师一年多不到学校上课，而是先后自行招聘
两名老师代其上班，自己则和妻子经营一家
影楼。 在每月领取近

3000

元的财政工资后，

该教师从中支付给为其代课的老师约
800

元。

见过工程搞层层转包的，但教书育人搞
“转包”的情况倒是较为罕见。 可以想象，前
来“顶包”的人既无教师资质，又缺乏应有的
经验、责任心和事业心，这岂非是把教书育
人当儿戏？ 而当事者每月相当于不干活就可
白拿

2000

多元。 在当下一些地区农村教师
工资仍然偏低的背景下， 这种坐享其成、不
劳而获的行为， 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惊和愤
慨。

教书育人搞“转包”，反映出教师编制管
理混乱、 违规使用代课教师等一系列问题。

可以说，编制内教师长时间不在岗，学校和
主管部门不可能不知道。 然而，当事教师竟
敢明目张胆地吃空饷， 其中必定存在某种
“潜规则”，相关部门也有渎职和玩忽职守之
嫌。 这些问题发人深思。

稳定的教师队伍是教育健康发展的保
证。 确保教育事业由具备教师资质、责任心
和事业心较强的人来承担，学校和教育主管
部门责无旁贷。 因此，这一事件亟须有关部
门尽快调查解决， 给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
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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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

奥美24岁员工连续加班猝死
@

央视新闻：

13

日奥美中国
24

岁的
@

小铮头没头脑猝死。 去世
前，他已连续加班一个月，每天

23

时以后下班；去世后，工作
QQ

还亮
着。 “他的能力学历和工作，是很多
人羡慕的， 可背后的辛酸谁也理解
不了”。 亲，干不完的工作，就停一
停，奔不完的前程，就缓一缓吧。

网友吐槽
@

一丁水木： 我还活着，我已
经连续加班快

2

个月了，阿弥陀佛！

@

无棣北方水饺：干不完的工
作，就停一停，奔不完的前程，就缓
一缓吧。

@

欢喜可不可以：压力这东西
太无形了，赚钱要有命花呀。

@____

向幸福出发
____

：劳
动法形同虚设， 哪怕在这么大的公
司！

@

雾满拦江：我国每年过劳死
亡的人数达

60

万人。中国上班族在
去年内所承受的压力， 位列全球第
一。 压力大的一个原因是人们对医
疗、养老、住房和子女教育等问题缺
乏稳定感。另一方面，社会存在一些
不公平现象，贫富差距扩大，不少人
产生相对被剥夺感。

@Angie

粉红小月： 工作是做
不完的， 长时间埋头苦干不休息只
会过劳死而已。 要挣钱当然必须有
牺牲， 但是我只愿意牺牲与我工资
相等的时间和精力。

@

红太狼滴狼：一天内看到两
个“过劳死”的新闻，扼腕痛惜之余，

不禁想， 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
到自己喜欢的并且有价值的事情中
去，是多么力不从心，是多么奢侈的
事情！是谁夺去了年轻人的生命！我
们每个人能干些有价值的事情！

（文鸣）

为了给过生日的女友一个惊喜，陕西某高校大二学生小王和同学筹划多天，在女
友宿舍楼下用上百根蜡烛摆起了一个大大的“

LOVE

”，没想到还未等到女友下楼，就
被赶来的校警用脚踢翻，接着端了两盆水把火星都浇灭了。 （西部网）

看网上跟帖，出乎意料的是，更多的人赞成校警的焚琴煮鹤、开水浇花之举，除了
基于对潜在火患的担心，对小王的公开示爱，也说：那是韩剧看多了把脑子看傻了，所
谓爱情表白，不过是“约炮”，得手之后，立即甩之，再找别人示爱，“约炮”……这和类
似校园事件在若干年前收获的支持率截然不同。是人们不再相信爱情了，还是类似的
表达太过泛滥，以至于引起视觉厌倦乃至恶心？

直白地表达爱情，本不是中国文化的习惯，偶尔有之，确可惊天地泣鬼神，但搞得
多了，滥了，满街都是情圣了，人们的观感难免有所反弹。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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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鸣

怒锁银行
日前，南京市民夏先生到中山南路一银

行自助存款机还信用卡卡账，

ATM

机出故
障

1200

元被吞，银行客服告知“

20

个工作日
内解决”。 心急之下，他心生一计，骗银行客
服说

ATM

机故障狂吐钱，但未奏效。 最后，

他再生一计， 用车锁锁上了取款点大门，银
行快速回复， 答应一到正常工作日解决问
题。 （

5

月
13

日《扬子晚报》）

银行服务一向被民众所诟病，且不说其
种种霸王条款，单说它面对储户一些合理诉
求所表露的傲慢态度，就令人难以接受。 储
户的钱被

ATM

机所吞， 其着急的心情可想
而知，且事情是由机器故障引起，责任应该
在银行，但从银行客服的回复来看，它显
然没有设身处地为储户考虑。 事实上，银
行对维护自身利益和储户利益所表现出截
然不同的态度，早已成为“明规则”。 比如，

ATM

机取出假钱， 银行往往不认账；

ATM

机多吐钱，储户要归还，银行少给钱，离开柜
台概不负责……如此这般，对本来就处于利
益维护弱势一方的储户来说， 有何公平可
言？

从“

20

个工作日内解决”到“一到工作日
就解决”，是储户采取怒锁银行的“毒计”才
争取到的结果———这种“跟你讲理不行，非
得跟你不讲理，你才讲理”的维权遭遇，值得
银行反思。

文
/

小正图
/

春鸣

征地须守住“非暴力”底线

近日，国土资源部下发《关于严格管理
防止违法违规征地的紧急通知》， 要求进一
步加强征地管理，防止违法违规征地，杜绝
暴力征地行为。

客观地看，征地是推进城镇化的必然之
举。 合理的征地和补偿安置，既能促进地方
产业布局的升级调整，也是解决农民贫困和
就业问题的契机。 不过现实中，围绕征地也
衍生出一系列问题，在一些县里，因征地拆
迁引发的上访占了大多数。 财产补偿、拆迁
安置、 失地农民再就业等问题处置不当，都
可能成为不稳定的导火索。

合理征地演变为暴力征地，虽有多方面
原因，但征地者行为失当，肯定是主要的。少
数地方片面追求土地财政，土地的增值收入
也往往变成“大广场”、“大项目”。 据权威部
门测算， 近

20

年来各级政府向农民征地约
1

亿亩， 征地补偿费与市场价的差价约为
2

万亿元。许多纠纷就是在利益补偿上分歧过

大，同时工作方式简单粗暴所致。

地方也有难处。 一直矗立在道路上的
“钉子户”，可谓典型表现。 有地方干部曾抱
怨，征地时“一碗水被要一个湖的价”，甚至
影响到国家重点工程的进度。 但更要看到，

如果说征地中存在矛盾，农民这一群体也是
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土地可说是他们
最后的依傍了。更何况，提出不合理诉求、漫
天要价者，也是少数，只要做好工作，相信大
部分民众都能够理解和配合。必须确立这样
的认识：征地中，合法是必须坚守的底线，暴
力是不可触碰的红线。

以民为本，就需要肯定民众合理的利益
诉求。需要理解，土地是农民的立身之本，征
地要取得农民的信任和支持，就必须通过规
范的程序、合理的补偿价格、可行的安置方
案，解除民众的后顾之忧。因此，此次《通知》

在严令杜绝暴力征地的同时，强调对被征地
农民的权益补偿、安置方式、收益分配制度

等，可谓对症下药。

实际上，这些年来，中央和各部委先后
出台的相关规定条例有十几部之多，收效却
不显著，主要原因之一是执行力不够。 以简
单的规范征地程序为例， 尽管三令五申，但
少数地方还是置若罔闻，出现了一些极端案
件。如果对此类事件的调查及处理不透明或
力度不够，既会影响政府公信力，也不利于
对利益冲动之下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效
震慑。

当前农村，流转等情况使土地问题更复
杂，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混杂也让征地矛盾
更突出。 作为切身利益者，农民需要在征地
问题上占更多“权重”。 正如《通知》所要求，

落实征地信息公开要求，让群众充分了解征地
相关信息。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
权得到保障，才能让征地走出“钉子户”和“拆
迁队”的拉锯，让农民真正在城镇化过程中
受益。

(

摘自《人民日报》 刘志权
/

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