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江北区召开第十七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次会议， 创新了开会的模
式—————在这场因参会人员的结构、规
模与法定的人民代表大会相近的“小人
代会”上，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环节，多了
一个程序，就是区内上百名群众代表，与
区人大代表一道， 同步监督评价政府工
作。 对新任命官员，经过了供职陈述、群
众“考核”的两关之后，常委会组成人员
对拟任人员进行了无记名投票表决。 （

8

月
11

日《重庆晨报》）

在干部选拔任用问题上， 通常情况
下的考官大都由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组
成，这种自上而下的结构，决定了其视角
的“理性”居多，而让老百姓当“考官”，其
视角可能多从下而上，群众评委的“不专
业”正是“专业”考官们最好的补充。考官
都由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组成， 他们看
人的角度也会与老百姓有所不同。 而群
众评委的选择会更“感性”一些，干部对
党的政策落实得怎么样， 他的工作做得
好还是坏，个人的能力是强是弱，群众的
感受是最实际的。 这就会在两者之间形
成很好的互补关系， 更利于选拔合适的
人才。因此，江北区对新任命官员让老百
姓当“考官”，对其进行“面试”的做法，既
是干部工作的一个创新实践， 又是一项
顺民意、得民心之举，值得推广借鉴。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老百姓是最

好的“考官”。群众心里有杆秤，谁的口号
喊得震天响，拿“说了”当“做了”，谁实打
实真干事，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他们记得
最清楚。面对百姓考官，党员干部必须打
消侥幸念头，深怀敬畏心态，放下架子、

俯下身子，踏踏实实去调研、去解决那些
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让老

百姓当考官， 更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导向
作用，促使干部眼睛更多地向“下”看，把
精力更多地花在为群众办实事、 办好事
上，从而更加自觉地践行群众路线，成为
广大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也只有这样，

我们的干部才能真正考出好的成绩来。

袁浩
/

文朱慧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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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盯梢”刹住
“车轮腐败”值得肯定
公车私用，甚至滥用，是公车治理的最大

难题。 广州利用科技手段， 给全市党政机关
８４９１

台公车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和用车人
身份识别设备，监控行车轨迹，今年

６

月，全
市公车月行驶里程比车改前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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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可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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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连续两个月出现公车
“零私用”。 （

8

月
12

日《新华网》）

因为有“科技盯梢”，连续两个月出现公
车“零私用”，这样的科技监控公车私用出现
的好效果不仅令管理者高兴， 也令老百姓为
之欣慰，虽然是被动之举，但是也让作风建设
有了很大的起色和说服力，看来，监管公车私
用，不是说难监管，不是说不好监管，不是说
监管不了，只要善于动脑子，想办法、出点子，

就会收到预期的效果。

公车私用，尽管有不少的内部管理规定，

尽管监管不可谓不认真， 但是公车私用现象
依然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情难拒，人
为的因素太多，变通的方法太多，让管理呈现
了软肋。 而采用“科技盯梢”，用结果说话，体
现了监督之硬，更体现了公平和科学，让违规
的公车私用者心服口服， 能够产生很大的威
慑力。

监督公车私用， 成本最低的方法就是官
德自律， 但是由于干部的行政道德觉悟高低
参差不齐，难免让监督流于形式，在这样的态
势下，采用高科技监管公车私用，虽然是无奈
的次要选择，为此可能还要增加行政开支，但
是和公车私用造成的财政资金浪费以及无形
的政府形象损失相比， 这样的次要选择无疑
是值得的。

管理公车私用， 因为牵扯到每个公务员
的切身利益，监管的难度可想而知，往往就是
监管了别人， 自己也因此没有了公车私用的
方便，只有树立了大局意识，才能自断后路，

鼓起认真和严格监管的勇气，“科技盯梢”刹
住“车轮腐败”就充分说明，监管公车私用，不
怕没有好办法，不怕管不住，不怕阻力大，怕
就怕不能以身作则，只要想管、真管和敢管，

公车私用就无处逃遁。 （魏青）

国企过亿招待费正是法官嫖娼的温床

据报道，组织上海几位法官嫖娼的，是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综合管理部一位副总经
理。 因上海建工

2012

年年报披露招待费高
达

1.78

亿元， 天价招待费和此次法官嫖娼
案被外界联系在一起。 上海建工回应，“公
司财务记录没有任何与此相关的发票凭
证”。

尽管回应及时， 但并不能就此消除网
民心头的疑惑。 众所周知，现实中开发票的
猫腻不少，谁也不会傻到开“嫖娼”名目。 该
公司所说的“没有任何与此相关的发票凭
证”，到底“相关”到什么程度？ 是仅没有“嫖
娼”的费用，还是连“相关”的餐饮娱乐招待
费都没有？

当然，即便真的没有任何“相关”财务记
录，也不代表公司的天价招待费中，都是清白
的支出。 以常识推断，若没有深层的“业务往
来”，几名法官断不会随便接受其招待；若没
有长期吃喝应酬的培养，这种“酒肉”关系也
是很难想象的。而这种关系的确立，不可能全
是个人投资，少不了公家买单。

据媒体报道， 建筑行业拿项目离不开
“吃喝送礼”，已成公开秘密。 作为建筑企业
的副总经理，其可自由支配的招待费用，想
必不是小数目。 所以就算“招待”几位法官，

不是为了直接给企业争项目， 也不排除他
以别的名目，滥用招待费用的可能。

在去年上市公司招待费支出排行榜

中，上海建工名列第四。 排名第一的中国铁
建也曾一度为此饱受质疑， 并回应说如果
证监会和国资委同意， 将会公开业务招待
费的构成情况。 可最后却不了了之。

事实上，诸多上市国企的招待费，一直
是笔饱受诟病的糊涂账。 上海法官嫖娼案，

不过是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人们此前的担
忧———天价招待费不仅可能暗藏挥霍浪
费，也可能滋生贪污腐败。 所以，好好理一
理国企的招待账，已成当务之急。 中央推进
的“改作风”和削减“三公经费”等政令，不
仅是对政府机关的要求， 同样应该适用国
有企业。 这当然不能靠企业自觉，相关部门
要尽快出台明确的制度。 （敬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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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熊孩子”

8

月
8

日， 郑东新区的郑州图书馆新馆
开始试运行，可几天来不断有读者反映，原本
安静的图书馆时常被孩子们骚扰。对此，郑州
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日起暂不再接待
14

岁以下孩子入馆…… （

8

月
12

日《大河
报》）

图书馆怕了“熊孩子”，归结起来儿童调
皮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就是成人图书馆并不
适合少年儿童。 其实把孩子赶出图书馆的不
只是郑州一家， 国家图书馆就曾作出过这样
的规定，理由就是孩子自制力差，不能遵守规
定， 国图中大多数的书不适合孩子阅读。 是
的，图书馆中的书虽然大多不适合孩子阅读，

但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却是图书
馆应该具备的功能之一， 图书馆吸引人的不
是安静，而是引人阅读。中国人的读书率已连
续多年下跌， 如果图书馆再不想办法留住孩
子，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与阅读习惯，那么多
年以后，图书馆就真的只剩下安静了。

诚然，图书馆不是游乐场，不能任由孩子
玩闹，家长也应制止孩子的这种行为，但孩子进
入图书馆不是为了玩闹，只是情绪更不容易控
制罢了，不能因此就一拒了之。如何同时保障成
人与孩子两者共同的权利，需要图书馆与国家
相关部门的更多关注与投入了，比如设立儿童
阅读区，或儿童图书馆。美国一些图书馆对带孩
子的家长开放，为家长上课，推出阅读奖励计
划，总之一切都为了吸引孩子的到来。

中国的图书馆应尽快适合自己的角色，

将等待孩子自愿来读书变成吸引孩子来读
书，国家也应对此更加重视，给予更多投入，

帮助图书馆完成转型。 文
/

王琦图
/

李宏宇

直面中国老年人的生存境遇

70

岁的汪爹爹帮助身患癌症的妻子叶
婆婆沉江自杀， 被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
有期徒刑

4

年，监外执行。 这是近日多家媒
体报道的发生在武汉市汉南区的一个让人
心痛的事件。

面对妻子的唯一请求， 丈夫的选择非
常无奈，悲恸的过程，旁人无法想象。 法律
判决已尘埃落定， 但这个事件所呈现的老
人悲剧命运，无法随着法律案件一起终结。

中国还有很多老人与他们身处类似的
境遇：饱受疾病的折磨，无法承担高额医药
费；子女外出打工，两老相依为命；老伴离
世，一人独守空房；子女不孝的，家庭矛盾
大的，让老人不堪其累；为怕拖累子女的老
人，把自己当作了累赘，承受着巨大心理折
磨；甚至还有那些失独老人，他们几乎完全
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与各种寄托。 《

2011

年度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显示， 截至
2012

年
3

月
30

日， 中国
60

岁以上老人数
量为

1.85

亿， 其中
49.7%

的老年人为空巢
老人。 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卫生部的有关
调查， 曾经直陈了中国老年人特别是农村
老年人自杀率偏高的现实。

我们正面临老龄社会的到来， 但事实

上，我们对老年人，尤其是空巢老人的生存
境遇， 了解得并不算充分， 感触得并不强
烈。 他们长期被作为一种社会问题对待，对
他们的各种调查分析也有不少， 但他们自
身的存在感、需要感、负担感，这个社会没
有足够的体悟， 他们的精神世界较少被触
及，可能只是求死的那一刻，引来了社会垂
怜的目光。

传统社会， 老年人被视为家族的财
富，长者是一种身份，丰富的人生经验赋
予老人优越的家庭地位， 甚至社会地位。

现代社会， 确切地说是身处一个转型时
代，传统社会纽带断裂，新的技术、信息
与知识迅速更新，价值观念变化，人们频
繁流动，资源快速转移，老人们融身社会
潮流的能力与日俱丧。学者贺雪峰的社会
调查《老无所依在中国》中，农村老人自
我调侃地说：“人越老越不值钱”。 在现代
性冲击下的中国农村，整个家庭基础的结
构在松动，老人生存境遇更加不堪，有的
老人甚至觉得自己是子女的负担，有愧疚
感，于是想到了自杀。

当前的老年人问题， 频繁地呈现为人
口学、经济学问题，对他们的关注，多数着

眼于社会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等。 我们一
直关注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警惕于劳动力
供给是否断档，讨论社会养老的缺口多大，

要不要延迟退休等， 这些都是无可回避的
社会问题，但老年人生存境遇的问题，不能
说有多么的重视。

70

岁的汪爹爹助妻自杀，

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问题，内心世界，曾被
摆在了怎样的社会视野中？

仅仅在最基本的养老保障、 福利待遇
上，老人获得的社会呵护也远远不算充分。

养老机构等各种社会化养老组织， 以及社
会化养老制度建设， 一直以来存在着投入
不足、资源不均等问题。 与城市比，农村养
老的甚至基础条件还不够。 老人精神的孤
独让人叹息， 但他们的肉身苦痛又难言缓
解了多少。

中国社会的老龄化才刚刚开始，未来，

老年人的生存和生活质量将面临何种考
验，不得不引起极度重视。 直面现实，直面
中国老人的生存境遇， 社会的应对才有针
对，才能贴近他们细微甚至隐秘的苦痛，才
能说如何寻求出路。 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
避免老人自杀的沉痛悲剧， 让更多的老人
有尊严地活着。 （肖纯）

群众代表面试“一把手”

是一个创新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