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取消信访排名
是一个明智决策

中国信访制度正在进行重大变革。 国
家对各省市不再搞全国范围的信访排名、

通报， 有关部门确立了“把矛盾化解在当
地”的新思路（

11

月
11

日《新京报》）。

在信访排名的考核制度下， 一种简单
粗暴、投机功利、只求暂时立竿见影的“截
访观”，深深左右着地方政府的信访工作模
式。

我们不能说信访排名制度造成了地方
信访的大面积异化， 但这种制度的确在客
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信访排名昭
告全国，既是面子，更是里子，各地政府都
不会等闲视之。 解决社会矛盾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但信访排名却是急急如律令，这种
制度安排鼓励地方政府宁肯在截访上投入
大量社会资源， 也不把精力和资金投入到
解决社会矛盾中去。

取消信访排名， 解除排名与官员升迁
的对应关系，毫无疑问是明智决策。从此之
后，对官员的信访考核，不再是“上访”多与
少的问题，而是“矛盾”解决多与少的问题。

有了这样的指挥棒， 官员们就不会再绞尽
脑汁截访，而是苦心孤诣解决实际问题。

“把矛盾解决在当地”，不要轻易让矛
盾产生并流向信访，显然是一个系统工程。

行政是第一道关口， 解决矛盾的首席责任
方，社会矛盾是渐渐消弭还是日渐坐大，完
全仰赖于行政解决机制的有效性； 其次是
司法渠道、法院等机构应担负起正义供给者
的角色，以法律保护公民合法权利不受侵犯；

此外， 上访者单位以及其他社会性组织的安
抚、调停和黏合角色亦不可小觑。建立起三道
解决矛盾的关口，除非到万不得已，绝不把社
会矛盾漫溢到信访领域。 （湖北张若渔）

城管女神
“神”在何处

近日， 四川省安岳县一名女城
管以其美丽的微笑， 让小商贩心甘
情愿“乖乖听话”而走红网络，被媒
体称呼为“城管女神”。 这位女城管
外表是否美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她的微笑工作法颇具神奇之效。

众所周知， 城管工作是许多城
市的难点。难在何处？城管们认为商
贩不听话，难管；商贩们认为城管不
人性，太横。总之，公说公有理，婆说
婆有理。现实中，城管与商贩的冲突
不断升级， 俨然已成难以调和的社
会矛盾。

其实， 城管人员首先是城市事
务的服务者。 那种认为小商小贩们
不好管的想法， 往往是简单思维方
式造成的。 他们觉得城管就是城市
管理者的角色， 小商贩们就是被管
理的对象，因此，对商贩们吆五喝六
也就成了习惯， 强行管制也就成了
家常便饭， 这就是没有正确认清自
己的工作角色。

心理学中有个概念， 叫做“接
纳”。就是在咨询过程中，无论被咨询
者的思维、 想法有多么的不可理喻，

作为心理咨询师都必须去理解和接
纳，而不能去责备和抱怨，然后再进
行诊断、治疗。作为城管人员，在工作
中一定会遇到很多受委屈的事情，比
如商贩们会吵、会闹，会骂人，这些烦
躁情绪的背后，需要有人能够理解和
疏导。 也许今天的收入，可以挽救他
生病的家人；也许她摆摊赚钱，是为
了给孩子攒下读书的费用……过激
情绪的背后，或许有着更深层次的原
因， 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去对待。

否则，只会令矛盾升级和扩大。

安岳县这位女城管的微笑工作
法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她在看到有
小商贩乱摆摊子时，会面带微笑说：

“您搬到市场里去吧，那里面购物的
人多，卖得更快。 ”遇到一些年长的
摊贩，搬不动货物时，她会和同事们
一起主动帮忙搬运。 她这样解读自
己的城管服务，“微笑对劝说很有
效，起码是对他们的尊重”。

一句尊重，让人心暖。 无怪乎商
贩们这样评价：“她一笑， 我们就乖乖
听话了。 ”这种微笑工作法，向社会传
递的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一种作
风。 所以，也易于得到商贩们的理解，

她的城管工作也能够做好、做到位。由
此想到，社会中发生的很多矛盾，由不
尊重所引发的还有不少，譬如医生和
病人之间、官员和群众之间、老板和员
工之间等。 对待他人，尤其是服务对
象，一定要有辩证思维，学会换位思
考，以发自内心、真诚的微笑赢得对方
的理解与信任。 （据半月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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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一些政府部门“业务学习”时间不
对外办公，还在门口贴上醒目标识，让来办
事的老百姓吃闭门羹（

11

月
11

日中国广
播网）。

办事遇到门紧闭，说是业务要学习。

上班时间不办公，关门讨论啥问题？

机关服务是主题，这个难道没学习？

南辕北辙谈业务，正是官僚坏主义。

刘道伟漫画
李军配诗

公务员多“俯身”才知自己是否幸福

最近，一名六旬老者在人民网
发表文章《写给基层公务员们的一
封信》，引起广泛关注。 文章指出，

公务员对现状的不满，不过是在与
那些实权在握者相比、与那些搞权
力寻租者相比罢了，“只要你们俯
下身， 便知自己其实是幸运儿”。

(11

月
11

日《中国青年报》

)

同处体制内却待遇迥异，是短
期内无法避免的客观景象。 正如老
者所言，官场中也存在“贫富不均”，

这根源在于体制内的分配制度。 尤
其当权力未被关在制度的笼子之中
的时候，一些人手中的权力，很容易
成为寻租的工具和利益置换的筹
码。 绝大多数没有太大权力的基层
公务员，自然难享权力红利的盛宴。

老者的劝诫，清楚地解剖了基

层公务员的价值迷思。“俯下身”的
建议，则为基层公务员提供一个靠
谱的参照。 普通民众的幸福，源于
合法的劳动和智慧，基层公务员的
人生坐标也应该定位于此，而不能
总指望别的歪门邪道。

李克强总理曾警诫公务员，既然
担任了公职， 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

这不仅仅表达了中国政府反腐的决
心和意志， 更是对公务员的价值纠
偏。随着改革的推进以及政治文明的
提升，“铁饭碗”和特权福利终究有终
结之日。 届时，公务员生态恐怕将不
再是避风港，也不是养老的后花园。

基层公务员辛劳，难道不是尽
职守责的公共服务者应有的常态
吗？如果公共服务者过着有钱又闲
的优越生活，那么公共服务又谈何

建树？ 老者在文章里的建议很清
醒，“既然基层的公务员生活如此
的艰辛，那么，如今公考的大军何
以还如此的趋之若鹜，通向政府的
独木桥上何以要挤断脊梁”？

这种分析，无疑揭露了那些迷
恋权力生态却整天抱怨的基层公
务员们内心的小算盘。 抱怨的背
后，无非是怨恨自己不能尽快地坐
在分肥的餐桌旁，殊不知

:

这个餐
桌坐不得，这些权力腐化转化而来
的大餐，是吃不得的。

基层公务员的参照物，决定着
他们的人生路。如果是以贪腐者的
优越作为参照， 那么难免成为蛀
虫；如果以热心公共服务者作为标
杆，那么或将在其中收获别样的人
生价值和社会认可。基层公务员不

应急于达成生活的优越，以贪腐者
的优越作为参考，而应该俯身看看
劳动者如何依靠劳动和智慧创造
价值。 当他们想象捷径的时候，也
许已经走上邪路。

老者的劝诫，无疑是醒世的恒
言，抱怨中的基层公务员们理应从
中有所思考，从人生困惑和价值迷
思中清醒过来。 而现实中，一些刚
步入领导岗位的年轻人倒在腐败
中，断送了美丽人生，就是深刻的
教训。因而，还沉迷在做“升官发财
梦”的年轻基层公务员们，不如早
点断了那危险的幻想。当然，将“权
力关进笼子”，促使贪腐、特权制造
的优越标杆倒掉，也是打破基层公
务员这种危险幻想的关键所在。

（据新华每日电讯）

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改革破除懈怠症

近来没什么比十八届三中全会
更引国人关注的了， 民众通过各种
途径捕捉着全会透露出的改革信
息。改革虽然一直是舆论的关键词，

对关于改革的期待和交锋从来都是
舆论的焦点，可这一次释放出的“大
变革”信号，还是格外让人期待。

三中全会引发如此大的关注，

再一次说明， 改革是中国社会上上
下下最大的共识，是凝聚人心的“最
大公约数”。从十八大以来高层的系
列动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和会
前释放的信号来看， 此次会议将在
进一步市场化、 进一步放权和回应
民众期待上有大的革新， 其所勾画
的改革蓝图，起码要奠定未来

10

年
的改革走向。

自
30

多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之后，“改革开放” 就成为中国政
治舆论场的基调， 改革更是论证政

府行为和公共政策正当性的基本修
辞。一直以来，中国社会没有停止过
改革， 人们没有停止过对改革的期
待。中国社会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人
们所享受到的制度红利，正是“摸着
石头过河”的改革所带来的。但不得
不说，好改的都已经改了，剩下的都
是难啃的骨头，改革越来越难，牵一
发而动全身， 这使得很多领域改革
的步伐越来越慢，甚至渐而不进，改
革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公众日益增长
的改革期待， 于是滋生了很多社会
问题。

民众虽然不会担心改革会走回
头路，但总说改革，总说一些问题要
解决，可步子太慢了，喊着喊着，社
会就会产生改革懈怠症和疲劳症，

“改革” 这个词就不再激动人心，而
成为一些人挂在嘴上的套话了。 经
济学家张维迎将这种情况描述为

“只踩油门不挂挡”，不挂挡，油门踩
得轰轰响，只是耗了很多油，付出了
很大改革成本，但车就是不往前走。

一些部门天天说要改革， 可就是没
有动作；一些领域说要改革，可改革
已经失去了动力， 没有力量牵引着
向前走。一些改革只踩油门不挂挡，

公众自然会懈怠， 失去对改革的热
情，甚至产生了一种“无解的困惑”。

因为一些关键性的改革一直未有实
质性的动作， 但很多社会问题的解
决，都需要依托于这些方面的改革，

比如养老体制的并轨、城乡的融合，

都需要撼动旧的二元、双轨体制。要
破除城乡二元分立， 但双轨制不能
改， 这就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境
地。 要推动体制的转变，阻力太大，

一旦“需要动体制”，就感觉这问题
无解了———“体制问题” 已经成了
“无解”的代名词。 无解的困惑必然

会带来的无力的迷惑， 不知道往什
么方向走，不知道怎么去用力，焦虑
和无力感于是开始在公众心中弥
漫。

更大的问题是， 不少官员也有
改革懈怠症， 一些地方和部门有一
种观望等待、比下比坏的取向。好的
改革氛围， 应该是各地争当改革先
锋， 争着去在解决社会问题上当改
革试点。但因为改革可能带来风险，

会触动既得利益，不改可能没事，改
了反而会招来非议， 所以不少地方
都在观望等待， 等上面的“顶层设
计”，等其他地方先改，等不得不改
时才微微动一下。 这就是改革懈怠
症的表现之一，从教育到医疗改革，

一些地方在驻足观望。

懈怠和疲劳当然也源于巨大的
利益阻力，有人戏称，“改革到官为
止”“改革就是收费增税”。 这话虽

有偏激，却也道出了一些地方的改
革现实。改起老百姓，说改就改，可
一触动官员阶层的利益，要政府让
利于民，就失去了动力，别说向前
推进一步，就是改革方案和时间表
都见不到。 一些领域的改革，也习
惯了依赖增税手段，谈起改革就要
掏老百姓的腰包。 这种改革的“自
利自肥”倾向，也让民众对改革产
生了怀疑。

这时候， 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
改革以破除懈怠症， 需要自上而下
的顶层设计给改革挂挡， 需要大的
改革动作去让公众看到改革的决心
和诚意，需要“自缚权力”的大智慧
去啃那些硬骨头， 需要大刀阔斧去
破除那些“无解的困惑”，这就是民
众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大的期待，

也是这次重要会议给改革注入的最
大活力。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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