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名博关注
@

光做“台上文章”结果只会走样
领导干部改作风决不能只做“台上文

章”，只有化为实际行动，做到“台上台下一种
表现”，才能真正收到实效。

做“台上文章”、搞双重标准，是目前党员
干部中并不鲜见的一个现象。 有部分党员干
部“避风头”心理明显，真心改作风的意愿不
高，认识不够。 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在各
种会议上再三强调改作风的重要性，对
下级的要求措辞严厉、标准很高，但私底下
对自己却另搞一套，继续公款吃喝旅游、出入
高档会所……有的甚至创新出“租借豪华
车”、“矿泉水瓶装茅台”、“公款吃喝进食堂”

等各种掩人耳目、躲避检查的新花样。

台上台下“两个样”，发言行动“两张皮”，

不仅让中央着力改进干部作风的各项举措大
打折扣， 导致部分干部群众产生观望和怀疑
心态， 也暴露出一些地方改进作风工作部署
中仍然存在薄弱环节， 需要下大力气不断完
善。

改进作风不仅关乎党的事业成败， 也关
乎每个领导干部的自身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
近日再次强调， 领导干部要把深入改进作风
与加强党性修养结合起来， 做到台上台下一
种表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越界、越
轨。 这是对领导干部如何改作风提出的告诫
和要求。领导干部应常修从政之德，常思利民
之策，常办为民之事，常弃非分之想。 越是级
别高的领导干部越要从严要求自己， 越要表
里如一，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改，

使改作风上下一条心，实现风清气正。

（吕梦琦刘翔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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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扶贫成为一门生意

扶贫移民安置房， 当然是为移民而建
的，就像保障房是为低收入群体量身定做的
一样。 但常识总是被颠覆。 最近在山西闻喜
县，又添加了一个颠覆常识的事例。据报道，

闻喜县一些村子因自然条件等多种因素制
约，无法脱贫致富。 山西省政府决定投资进
行扶贫移民，从

2003

年算起，闻喜县扶贫移
民工程已进行了

10

年。但是媒体调查发现，

当地许多地方为移民而建的安置房，被当作
商品房大肆销售。各开发公司的工作人员均
表示，销售名额与售楼款，主要由各乡镇领
导掌控。

这事儿的吊诡之处，并不是扶贫安置房
被公开卖，而是当地相关部门说管不了或没
有管。比如县国土局执法队长称对违法用地
情况查过，但管不了；县扶贫办主任则说，是
自己疏忽了。 有关部门实在太“谦虚”，印象
中，普通群众要是违规建个猪窝，执法部门
都会果断将其铲平。 何况，闻喜县的扶贫移

民工程已进行了
10

年，这
10

年来要是没发
现或摆不平违法建设问题，我看这样的部门
如果不是吃干饭的， 就是集体选择性“失
明”。

于是不得不怀疑，扶贫移民工程被当成
了一门生意。 各扶贫项目阳奉阴违，超规模
征地建楼盘，以扶贫之名开发房地产。 至于
违法所得最终是进了公共财政，还是官员个
人腰包，有待进一步调查。但不管结果如何，

都摆脱不了拿公益事业做生意的嫌疑。

仅从词面来看，扶贫、慈善这类机构像
是“清水衙门”，而且公益色彩尤其浓厚。 但
由于权力颠覆常识的能力非同一般，扶贫与
慈善事业也是可以成为“肥缺”的。 现如今，

“谁都知道扶贫办是个肥单位， 扶贫办主任
是个肥差。 ”这话，出自内蒙古自治区扶贫协
会的一位副会长之口。 他是在两个月前，巴
彦淖尔市扶贫腐败窝案中的

10

名官员被判
刑后，发出如此感叹的。在这起窝案中，扶贫

资金的发放存在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并且明
码标价。 比如，承担贫困青年打工培训的学
校，要想拿到扶贫资金，必须向扶贫办提供
高达

40%

的回扣。

看看，扶贫几乎成了自肥、助富的代名
词。 想想这些年来，扶贫官员接二连三地落
马，便知扶贫领域的腐败，与交通建设领域
有得一比。 除了贪污和非法使用，扶贫资金
挤占和挪用现象，也是一大顽症。

2000

年，审
计署发布的审计结果显示，

1997

年至
1999

年上半年，全国
592

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
共获得的扶贫资金中被挤占挪用、 虚列支
出、转移和私设“小金库”的高达

43.43

亿元，

占总额的
20.43%

。

2004

年，审计署再次审计
发现，该现象依然突出。这等于是说，无论你
怎么曝光、批判，扶贫领域的腐败根本没收
敛的意思。

所以有理由相信，闻喜县以建设扶贫安置
房之名牟利的问题，也不会是孤例。 （椿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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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近日，记
者走访京城多家商场发现， 今年的月饼销售有
些低调，普通的散装月饼成为商场柜台的主流。

日前，中纪委要求刹住中秋节、国庆节公款送
月饼送节礼之风。正当人们都以为在正风肃
纪的大背景下，这些天价月饼都已销声匿迹
时，但在个别银行、商场的销售专区，天价月饼
变身“百宝盒”，而且销量不错。 （

9

月
4

日《新京
报》）

当爱面子送节礼变得没有节制、没有约束，

钱权合谋的利好，便会成为现实的诱惑，如无禁
令，则直接合谋；若有禁令，则转入地下合谋。 这
般局面，早已是现实写照，这才有了“中央两周
内三发中秋国庆不得公款请客送礼”的禁令，也

才有了“金银月饼改称百宝盒”的应对。

众所皆知，贪腐之风不可长，早已达成社会
共识，低调的腐败、地下的腐败往往比高调的腐
败更加可怕，因为这些具备了“隐秘作案”的功
能，查处更有难度、取证更加困难、鉴定更加复
杂。 因而，面对这些地下低调的腐败，更需要高
调的处罚，以形成必要的震慑磁场，让后来者知
道，只要违反了政策红线，就必然有“高压电”伺
候，唯有如此，政策颁布时，一些人才会想着如
何去遵守，而不是想着如何去应付。

在腐败一条链上的行贿人、 贿赂者甚至
帮忙造假者， 都应进行严惩， 如此，“金银月
饼”变身“百宝盒”的伎俩才不会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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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

6000

万元案
值、

117

家涉案企业、

12

个省市
行销网络———刚结束庭审的
江苏特大制售“地沟油”案令
人触目惊心。 一家证照齐全的
企业为求暴利用先进设备生
产有毒油脂，食品安全检测被
不法分子用化工原料轻易混
过。 依法严惩造毒之徒还要严
查渎职犯罪，否则舌尖上的安
全再无底线可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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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收：何谓“群众”？

有时候眼睛雪亮，有时候不明
真相；有时候要求顺应，有时
候需要发动； 有时候高喊依
靠，有时候社论劝告；有时候
被赞英雄， 有时候落后典型；

有时候让提意见，有时候白白
表现；有时候接受教育，有时
候却被教育； 有时候当正能
量，有时候当替罪羊。

@

石述思：前中石油老大
蒋洁敏不仅坑死股民，更靠高
油价坑害车主，打着改革旗号
将大批职工轰回家，像穷凶极
恶的红色资本家，一点也不像
人民自己的企业。 相对于整天
抱怨政府的民企老板，一些央
企更是贪官的提款机，并形成
一个可怕的钱权一体化黑色
链条。 央企才是正室，民企不
好好当妾， 不少被逼成了小
姐。

（据《信息时报》）

社会抚养费究竟“养”了啥？

报载，律师吴有水向各省计生委、财政
厅申请公开

2012

年度社会抚养费账本，被
包括广东在内的

14

个省有关部门拒绝回复
或公开收支情况。 后又有

14

名女律师联名
致信国家审计署询问社会抚养费收支情况。

而媒体从广州市财政局获悉， 今年上半年，

广州全市共征收社会抚养费
3

亿元，但因这
笔收入进的是区级财政的“口袋”，钱最终用
到了哪里， 仍有待区一级人口和计生委、财
政局来解答。

从相关报道中，我们了解到，所谓社会
抚养费，由原“超生罚款”“规范”而来，《广东
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是从

2003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的。 也就是说，这项仍被
老百姓俗称为“超生罚款”的社会抚养费，已
经收了超过

10

年。而根据上头的规定，这笔
收费是作为县区级财政行政事业性收费，这
也就是律师寻问省级财政部门得不到答复
的原因： 他们的确不知道这笔钱有多少、用

到哪儿去了。

凡是行政事业收费、罚款之类的，必定
没有人会承认是收进了自家腰包，都会有所
谓“收支两条钱”的规定。可是明眼人一看便
知：穿的是一条裤子，钱揣进了裤子口袋，谁
在往外掏、掏多少、怎么花，还不是“自家人”

说了算？ 连省财政局都说了，他们也不清楚
这笔钱收了多少，更不知道用到哪去。 广州
市财政局也只是大概地报了个“半年收了

3

个亿”的数，但是很明确：这笔收入进的是区
县级财政的“口袋”，这个连律师都不知道的
“秘密”，却从侧面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地方收
社会抚养费会有如此高涨的积极性。而越是
贫困的、财政吃紧的地区，这个抚养费越是
收得轰轰烈烈，过去，“牵牛、扒房、抓人”的
标准，更是极生动地诠释了“穷凶极恶”这四
个字。

当然，在生活相对富裕、财政相对宽裕、

政府相对文明的广州，不至于出现如此野蛮

的现象。 但在政务公开、财政透明的大趋势
下，计生部门的这一块收入当然不能成为法
外之地，希望各区县的计生部门和财政部门
能主动回应媒体和社会各界的询问。

这还不算完。等这笔不透明的账理清楚
了，政府部门似乎还有必要回答一下每个交
了钱的百姓都会提的问题：“我的孩子我抚
养，为什么要别人交抚养费？ ”如前所述，社
会抚养费的前身是超生罚款，在计划生育政
策实行之初，当时无论官民，都认同“老百姓
是由政府养活的”。可是文明在进步，观念在
更新，在讲究政治文明的今天，就算最食古
不化的人，恐怕也不敢公然否认“政府是由
老百姓养活的”这个事实。所以，究竟是谁养
活谁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很明确。

当然，理清这些，不是一个地方政府能
解决的问题。 现阶段，也就只能请身在其位
的“计生人”，心里时刻要想想谁养活谁的答
案。 （马志海）

“上海
4

个法官还是成年人，非常
优秀的干部同志们，都在这样的环境里
失足了， 孩子们怎么经得起这样的诱
惑”

———梦鸽坚称儿子是忠厚纯净的
孩子，在她眼中永远闪光。

出处：环球网
“我不希望他自己一个人在世界上

受苦”

———四川
20

岁女子为入狱见被囚
男友而杀儿子，被判一年半。

出处：华西都市报
“全球

4/5

人口食用转基因产品”

———农业部发文回应对转基因的
质疑，称致肿瘤、影响生育等说法都是
虚假的。

出处：每日经济新闻
“我爸爸叫王广连”

———山东逃犯妻被警察盘问时说
丈夫假名，

8

岁儿子将真名脱口而出。

警方据此抓获
3

名逃犯。

出处：齐鲁晚报
“爸爸打了我， 我不想和他们一起

生活了”

———厦门
11

岁男孩儿离家出走去
四川找爷爷奶奶，揣

1

元钱从厦门到重
庆。

出处：华龙网
“父母交不交养老保险跟孩子上学

有啥直接关系”

———安阳市外来务工者没养老保
险孩子无法上学，一名父亲痛哭，称对
不起孩子。

出处：大河报
“难道因为我们没上一本二本就给

学校丢脸了吗”

———常州毕业生控诉高中母校，未
考上二本连毕业纪念册都进不了。

出处：扬子晚报
“我们去中介和房屋评估机构都问

了，至少要贬值
25%

到
30%

”

———上海一房客在出租房内猝死，

房东称晦气索赔
30

万元， 称该房原打
算给儿子做婚房。

出处：新闻晚报
◎

木桦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