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委书记为什么要上街查违章
10

月
17

日， 安徽省宿州市市委书记张
曙光带领当地交警部门到城区主干道巡查违
停“公车”。 据通报，因违规停车，一辆公安警
车、 两辆检察院警车和一辆检察院干警私车
被市委书记“抓了现行”。 （

10

月
19

日《江淮
晨报》）

市委书记亲自上街督阵， 执法力度当然
非同一般。 不过，也有人质疑，区区一个查处
违停，任何一个有执法权的交警都可以操作，

又何劳日理万机的市委书记亲临？

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这些年来，媒体
上动辄出现的“书记亲自”、“市长亲自”等消
息，确实让社会公众喜忧参半、五味杂陈。 难

道我们的书记市长们果真不了解社会分工、

层级治理这些正确的道理吗？或者说，又是什
么样的现实语境， 让书记市长们不得不“亲
自”管到社会治理的末梢？

以公车违停为例，严格意义上讲，在道路
交通安全法里面，并不存在“公车”这样一个
特殊的概念，只有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分，而
任何车辆都不得违法乱停乱放。遗憾的是，堂
皇的“法”是一回事，现实的权力结构下，执法
的分寸、尺度则是另外一回事。“公车”在现实
中超然的法外地位， 已经成为一个绕不开的
痼疾，“潜规则”，仅仅依靠职能部门很难完全
廓清。

可以断言，上述被“抓了现行”的几辆公
车乃至私车，如果没有书记的强势介入，很难
受到查处， 更不要说责任单位领导公开检讨
了。这种现状当然是不正常的，长期以来已成
积习，一再招摇于市井，刺痛着公众的眼睛和
神经，并戏弄着法律制度的严肃性。

因此，当下需要认真检视的，不仅仅是市
委书记该不该上街查违停， 而是市委书记为
什么要上街查违停。 权力不能凌驾于法律规
定之上不受约束，在权力与法律的博弈中，必
须树立法律的刚性。不然，总是用更大的权力
去纠正权力的滥用，只能让书记疲于到处“灭
火”，终难持久。 （胡印斌）

“打饭校长”不仅温暖了学生的胃

从上周五开始， 杭州文澜中学的学生都
在八卦一件事： 任哥去哪儿了？ 他们口中的
“任哥”，是校长任继长。 这位

60

多岁的老校
长，在教育圈里很出名，因为培养了无数优秀
生；在教育圈外也很出名，因为天天在食堂给
学生打饭，是民间被传最广的“打饭校长”。任
校长亲自给学生打饭， 是从

2004

年开始的，

到现在已经
9

年多了。

毋庸置疑，“打饭校长” 首先温暖了学生
的胃。 以至于，校长打饭的窗口，学生排成的
队最长。 因为， 校长给学生打的饭菜分量最
足。校长这种在生活细节中的关心，比在主席
台上的高谈阔论， 比在讲台上的说教， 更亲
切，更真实可信，也更容易被学生接受。 事实

上，学生也习惯了“打饭校长”这种关心，一旦
在食堂见不到“打饭校长”，心中便流露出一
种莫名的失落感。

同时，“打饭校长”维护了学生的饮食安
全。 只要校长不出差，就坚持每天到食堂替
学生打饭，这实际上是对学校食堂卫生情况
最好的检查和监督。 试想，校长天天同饭菜
打交道，饭菜质量一目了然，食堂还会不注
意卫生，甚至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吗？ 再者，

在校长的带动下，一些校领导和老师纷纷加
入了在食堂“义务打工”的行列，有的负责打
酱油，有的负责买醋，久而久之，大家都成为
“饮食专家”， 成为学生饮食安全的“保护
神”。

更重要的是，“打饭校长”温暖了学生的
心。 与“打饭校长”相比，一些中学的校领导
们，别说去学校食堂“义务打工”了，就是连
与学生一起照张毕业照，也称“工作忙”，抽
不出时间，不得不拿

PS

毕业照去忽悠学生。

可见，在“打饭校长”面前，他们实在是没有
“忙”的理由；如果硬要说“忙”，也是在“瞎
忙”，没有“忙”到尊重和关心学生的点子上。

因此，只有校领导都像“打饭校长”一样，更
加务实化、草根化，更加理解、尊重和关爱学
生，多与学生进行交流和互动，才能让更多
的学子能够在学校“来的时候说好，走的时
候舍不得”， 才能向社会培养和输送更多的
有用之才。 （汪昌莲）

报载，在东莞打工的吴昭群日前到清溪镇银
山门诊部做人流，说好

460

元，但上了手术台后，

医生便以其患宫颈息肉、囊肿等为由将手术费涨
到

7700

元。 她实在没钱，结果在手术台上躺了
3

小时，直到其男友支付
4400

元，手术才继续。 而
此后她到医院检查， 医生说她根本没有宫颈息
肉、囊肿等症。

市场经济，手术费讲价，也无不可，只是，患
者上了手术台再讲价，就有点“滴血劫财”的味道
了。 一边是患者在流血喊痛，一边是拿手术刀的
人坐地起价，给钱不给？ 那架势，与绑票勒索有何
两样？

广州话说“打死狗讲价”， 意指奸商以利相
诱，然后不由分说，先将狗打死，迫使顾客埋单。

这种行为，即便在商界，也为正派的商家所不齿。

但这种事，居然发生在杏林，实在让人愕然。 尽管
眼下医疗界也商业化、市场化了，但对这种既损
商业伦理，更失医者职业道德的行为，实在应该
好好整治才是。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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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证“两重天”

因权力失范
近日，央视《焦点访谈》报道了河北武

邑县的小周为了办护照， 从北京到老家往
返

6

次，跑了
3000

公里才办好。 江苏的小
狄为办营业执照，往返

11

次。 郑州的准妈
妈张女士

4

个月内跑社区近
20

趟仍未办
下准生证。 据调查，

80.9%

的受访者表示自
己遭遇过新闻报道中类似的事情。 （

10

月
19

日的《新京报》）

我们在感叹公众办证难的同时， 不要
忘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些人办证
“太容易”：据媒体

18

日报道，官员涉嫌违
法犯罪后外逃现象增多且向低级别蔓延，

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一人多证， 导致官员出
境管理难； 陕西省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
行长龚爱爱拥有两张不同的身份证； 辽宁
抚顺国土资源局局长罗亚平落马时， 怀揣
12

张不同的身份证……

一方面是公众正常办证难， 一方面是
某些人本身不合法的办证， 却能采用违法
违规的方法“另辟蹊径”顺利完成，这种公
众办证和少数人办证难易“两重天”的极端
对立， 背后透露的是一些部门和办事人员
行使行政管理公权力时失范。

我们分析办证难的案例就会发现， 办证
难有程序烦琐的因素在内， 但也有一些部门
和工作人员拿着手中的“小权力”，以各种理由
为借口刁难群众、甚至想谋取好处。反观，在某
些人办证时，尽管知道是违法办证，还是为其
大开绿灯，这种做法不但是公权力的滥用，更
是对公权力的亵渎， 其背后更有不言自明的
贪腐问题，也说明对“小权力”监管的缺位。

公权力是社会公众赋予的权力， 目的
是为了保障和增进公民权益。 办证太难和
“太易”在社会上掀起的抱怨和痛恨也告诉
我们，公权力不分大小，但是一旦失范，给
老百姓带来的困扰、 给政府威信带来的损
害同样不可小视。

把权力关进笼子， 不光要把大权力关
进笼子，还要将“小权力”也关进笼子，这
样， 我们的社会才不会再因为办证这样的
事情添堵。 （新华社记者姜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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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和执行的不一样”

要用问责来破解
邢台市内丘县南赛乡张增仁夫妇均为

1952

年出生。

1997

年换户口，夫妇二人的年
龄被错写成

1962

年。张增仁申请恢复真实的
户口年龄信息

16

年未果。

10

月
16

日，河北
省公安厅召开简化户籍措施会议，出台了《公
安厅出台简化户口落户措施

7

项》， 明确要
求，对于办证的时限要有明示，决不让群众跑
第三趟。

10

月
18

日，记者陪同张增仁再次到
派出所申请改户口年龄。 民警仍然一问三不
知。张增仁疑惑地问，为啥报纸上说的和下面
执行的不一样？ （

10

月
19

日《燕赵都市报》）

说的和执行的不一样，是办证难、办事难
的主要问题所在。 当下，很多人都感觉到，很
多问题上级有明文规定， 执行到位， 方便群
众，但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上面（包括中
央和省）说的”往往被歪嘴和尚念歪了，于是
就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生活在百姓中间，或者走到百姓中间去，

与百姓打成一片，就会知道，百姓嘴上经常挂
着这样一句话：“上面” 好多好政策到了下面
就走了样。 这与张增仁说的：“为啥报纸上说
的和下面执行的不一样？ ”的意思差不多，只
是前面的说法更直白一些。

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张增仁在《公安厅出台简化户口落户措
施

7

项》出台的情况下，仍然办不了恢复真实
户口年龄的手续，就事论事，乡派出所民警答
复张增仁“上次的申请市公安局退回了，这次
再问问看”，这意味着乡派出所也不清楚张增
仁的户口信息为何还不能恢复。 需要提醒的
是， 连乡派出所民警都不清楚张增仁申请更
改户口为何仍然不能通过的原因， 又怎么为
老百姓提供服务呢？这是非常荒唐的，也是一
件令人非常诧异的事。

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毫无
疑问，这缘于更改户口信息的政策不透明，更

改户口信息到底需要哪些证件、证明资料，到
底要满足哪些条件，是一本糊涂账，连乡派出
所也不甚清楚，遑论平头百姓？

除了政策不透明以外， 还因为没有问责
制度。比如，办事或办证的人已经备齐了需要
的证件或证明材料， 但是， 办事的人故意刁
难，人为增设条件，甚或有关办事人员不高兴
或一句话就可以否定，或者干脆不予办理，却
没有对相关人员进行问责， 人为刁难没有任
何成本，有的人根本不把制度当作一回事。这
种现象存在，是最容易发生“上面说的和下面
执行的不一样”的现象。

因此，要杜绝办证难，出台简化措施很有
必要，不过，还要配套问责制度，对不按简化
措施落实的人要严厉问责， 使相关人员执行
“上面说的”不敢有丝毫怠慢，简化措施才能
“落地”，百姓才不会觉得“说的和执行的不一
样”。 （王捷）

关键词：重病
@

胡不林：八旬老人身患重病剖
腹自医，却因流血过多身亡。许多人没
看新闻细节，比如他“并非无钱医治”，

就把这跟保定硬汉自锯病腿并论。 这
未必妥当， 但也折射了民众的焦
虑———“小病自我诊断， 大病自我了
断”，在时下，或许并非笑谈。

关键词：断头
@RBC

高婷：新京报日前盘点“断
头新闻”，许多热门事件，才从舆论尘堆
里又被扒出来。对“大师”王林的官方调
查等至今没下文，“宋庆龄雕像”事件调
查也不了了之……这样的断头新闻，媒
体应该穷追不舍地不停盘点，像娱乐节
目一样，一季一季地出，直到选出年度
冠军，给它颁个臭豆腐奖。

关键词：手机
@

七漫雨：重庆一家长给读初中的
儿子买了智能手机后，孩子视力短时间
内下降，而换成普通手机后，视力好转。

家长联系校长表示愿出资
40

多万为全
校

4000

多名学生换手机。太土豪了。不
过，我有几点想法：第一，孩子们控制力
不高， 偷偷不用非智能机你也不知道；

第二，学校规定不能带手机了，而发给
每一个学生一台手机， 这是什么意思？

第三，做好事，也该尊重他人权利。

关键词：医生
@

杨伯溆：在西方，医生名利双
收，深受社会尊崇，而中国不少名气较
小的医学院校出现招生难现象。 去年
调查显示， 临床专业学生毕业半年内
平均月薪为

2339

元，而我国毕业生平
均月薪

3051

元。 另外，越来越多的病
人诉诸暴力， 越来越多的医生考虑改
行。 如此，普通人以后只能发誓“永远
不生病”。 （据《武汉晚报》）

手术台上“劫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