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政放权，才无需临时工执法

我国将全面清理行政执法人员，严禁

未取得执法资格的人员执法，将履行行政

执法职责的合同工、临时工调离执法岗位。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国

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在日前公开发行

的三中全会《决定》辅导读本中撰文披露上

述内容。 （

11

月

27

日《南京日报》）

临时工命运走在“十字路口”。 从恢复

“临时工”的名誉上讲，如果“临时工”不再

执法，也就不用再“背黑锅”，不再成为“替

罪羊”，从源头上还其清白与尊严。 从执法

的严肃性上讲，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的执

法，是对法制社会的伤害，会埋下安全隐

患， 随时会激化社会性矛盾。 若以此为契

机，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将是法制社会之

幸。 这些希望确实存在，有其可能性，未必

有其必然性。 如果有执法资格的人员仍然

“忙不过来”，根据“工作需要”，合同工、临

时工“协助”执法的现象还会出现。

唯有简政放权， 才无需临时工执法。

长期以来，临时工参与执法，是因为执法者

“人手不足”，太多的事要做，而取得执法资

格有着能力门槛与编制限制，于是，合同工、临

时工进行执法成为“中国式执法” 的必然现

象。 事总得有人做，法总得有人执，临时工

参与或协助执法，作为法制社会进步的过

渡产物，有现实存在的“合理性”；衡量法制

社会的标准或很多， 但只要还存在临时工

执法行为与现象，法制社会就是不完善、不

健全的，与真正意义上的法治背道而驰。

唯有简政放权，才无需临时工执法。如

果还维系现在的执法范围与空间， 临时工

不执法可能只是“临时的”，他们随时可能

“上岗”。 简政放权，“浓缩” 执法范围与空

间，才是釜底抽薪之举，亦是根本之策。 有

观点认为， 公权力边界的调整是机构改革

的重要方向。因此在机构改革深化中，如果

能够明显看到审批权限的下放、 经济和社

会主体明显感受到“更大的自主权”，如果

能够感受到基于国情国力的基本公共服务

“有人管、管得了”，人们完全可以相信这次

机构改革在沿着正确的方向积极前行。

执法权“很丰满”，执法者就不可能“很

骨感”；相反，执法权“很骨感”，执法者也就

不可能“很丰满”。 这是浅显的道理。 “向市

场放权， 向社会让权”，“强化宏观调控，强

化民生保障”……当这些目标实行之后 ，

有执法资格的人员去执法也就变得很

轻松 。 值得提醒的是 ，传统的行政执法

模式与习惯也要与时俱进， 加快在依法行

政框架下的行政执法改革与创新， 由执法

范围的“量变”、执法人员的“量变”，引发执

法功能向更好地捍卫法律尊严、 维护公民

权利的“质变”。

(

王旭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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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掂量“莫以百姓可欺”的分量

11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菏泽召开座

谈会，在会上，他给市、县委书记们念了一副

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

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

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

寥寥数语，掷地有声，习近平援引后，也

激起舆论共振。 若溯源探本，这副对联，是出

自清代内乡知县高以勇之手，意在自警。 数百

年来，广为传颂。 而今，习近平援引该对联，以

古鉴今，细究起来，意味深长。

“莫以百姓可欺”，尤堪寻味。 此处的欺，既

可指欺骗，也可指欺负。 究其题中之义，就是

告诫官员须恪守本分、履薄临深、不可逾矩。

它内蕴的施政理念，切换成现代政治语言，就

是为政者应具备起码的价值认知———以民为

本，敬畏民意，而不能悖逆民心。

毋庸置疑，“莫以百姓可欺” 揭示的官民

关系、施政伦理，跟“公民本位”的现代政治观

纹路相通。 而“自己也是百姓”，则是厘清官员

的角色属性：官员要秉持公民心态，而不能角

色错位，动辄凌驾于民众之上。

应看到，“莫以百姓可欺”，不乏现实针对性。

揆诸现实，不少“欺民”之举，正制造着官民间的断

裂，衍生出对立情绪。而在转型期语境下，“欺民”也

成了矛盾多发的重要肇因， 成了构筑官民互

信生态的掣肘因素。

在眼下，欺骗百姓，俨然已成某些官员信

奉的“驭民术”。 比如说，在一些地方，发生了

安全事故后，涉事官员不是正视过失、回应质

疑，而是回避责任，甚至将丧事办成喜事。 这

架空了百姓知情权，也企图蒙蔽民意。

欺骗百姓， 说到底是对民智的低估。 遗憾的

是，在网络时代，有些官员仍执迷于玩“戏弄民意”

的把戏。 部分官员台上高调倡廉，台下暗地收钱；

口口声声要节俭， 可私下却兴奢靡之风……到头

来，它割断官民信任链条，也造成公信力流失。

而欺负百姓的乱象，亦是丛生。在当下，在

征地强拆、环境治理、行政执法等领域，群体性

事件频发，很大程度上，就跟一些官员藐视法治、

欺负民众有关。 他们在公共治理中，不是与民

众对等沟通、良性互动，而是搞一言堂、“言塞

湖”，抱持着强势姿态，结果事件越闹越大。

欺负百姓，是对“权为民用”常识的背离，

也造成官尊民卑的畸形政治序列。 当一些官

员的既得利益者身份，总以侵蚀权利空间为获取

的代价，它势必会引起民怨，成为矛盾引线。

可悲的是，有些官员习惯性地“自居”民

众之上，有些时候欺骗、欺负百姓已经成了集

体无意识。 “莫以百姓可欺”有多少分量，对当

下的政风而言究竟有多重， 为政者确实需要

好好掂量。 而不忘权力来源，关键在于官员要

清醒意识到“自己也是百姓”，首先是公民，然

后才是官员， 在有限任期内只是权力的代行

者，而不是权力的所有者。 明乎此，才能在权

力谦抑中，保障公民权益，接受民众监督。

（据新京报）

11

月

22

日，广西柳州一市民到柳州

市工人医院南院骨科， 做腕管综合征微

创手术。 术前，医生推荐了一个医疗器械

代理商，要求患者向对方购买手术刀。 患

者家属感到不可思议。 （

11

月

27

日《南国

早报》）

手术前， 竟然要患者自己买 “手术

刀”，而医生竟然当起了“中介”，推销起

手术刀，这是何等荒唐的事。

其一，医生在事先没有说清楚，而临

到动手术，才说手术刀要让患者自己买；

其二，购买手术刀竟然需要

1000

元，而医

生与推销者说好的价格是

800

元，推销者

坐地起价，其背后是何原因？ 其三，医院

没有手术刀，怎么敢答应患者做手术？ 其

四，记者调查发现，这款手术刀未经过招

投标就进入医院。 这样的“手术刀”有多

少安全可言？ 根据相关规定，医疗器械和

药品进入医院都要进行招标， 才符合规

范，才能保证安全。 通常，医院是不允许

这样的手术刀出现在手术台的， 可医生

不仅和推销员“勾结”在一起，且患者一

买就同意动手术了， 如果因为手术刀出

现术后感染，谁负责？ 其五，医生怎么知

道推销人员有手术刀卖？ 充当了什么样

的角色？ 一些医生推销药会有回扣，是否

推销手术刀还有回扣？ 难道现在某些医

生拿回扣连手术刀也不放过？

对于此事，相关部门应该介入调查。

据说，当地让患者买手术刀是潜规则，许

多医院均这么操作，这就更可怕了，亟须

彻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让患者在手术前

买“手术刀”，无疑是敲诈勒索，应该受到

严厉的惩罚。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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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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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金堂县云合镇

中心幼儿园法人代表林庆

国， 为了庆祝自己五十大

寿 ， 生日当天给幼儿园

100

多个孩子放假一天 。

而没有孩子们的幼儿园却

比平时更加热闹：一大早，

锅灶就架起来了， 桌椅摆

好了，门口的鞭炮铺好了，

庆祝寿宴的

46

桌酒席也

准备好了。

这正是：

幼儿禁足幼儿园，

占园为王开寿筵。

手中有权恣意为，

勿忘政纪大于天。

（勾犇 图 锡兵 文）

在南京日前举行的中国

当代建筑设计发展战略高层

论坛上，程泰宁 、崔恺等多位

中国工程院院士痛批建筑界

“求快、求洋、求怪”的乱象。 国

内各城市

20

年来的地标建筑

中，绝大多数都由外国建筑师

设计，连一些县城都招揽国外

建筑师。 （漫画：徐简）

“少了

4000

万人买房子！ 开发商恨死

了。 ”

———四川计生委：全省因计划生育少生

4000

万人。 网友调侃。

“中国的语言太丰富了，禁止了这些什

么工，还会有另类工出现。 ”

———网友对《国内合同工临时工将被全

面调离行政执法岗位》的精彩跟帖。

“工头低头想了想：我传消息出去，说这

里有古董。 这挖地的钱就省了。 ”

———杭州一工地发现大量宋元瓷片，近

百人连夜挖宝。 网友神评。

“会付账的不会去吃，去吃的不会付账，

商家这创意和噱头只能说是失败中的失

败。 ”

福建“诚信餐厅”可凭良心结账，开业

4

个月亏损

25

万。 网友如是说。

“曾经有人说给我三千城管可消灭日本

的话。 以现在的形势看，两千足矣！ ”

———长沙居民称自家遭强拆，妻子遭社

区书记扒衣裤。 网友愤慨。

“用‘严重抗议’的声音把美帝的飞机打

落来！ 反正‘打飞机’又不犯法的！ ”

———国防部回应美军轰炸机进入中国

东海防空识别区。 网友精彩跟帖。

“建议取消养老金，大家自己养老，不给

政府添麻烦。 ”

———人社部称养老金结余

2.3

万亿，专

家称只够用

1

年多。 网友神评。

“求求亚足联和国际足联别折腾我们

了。 ”

———亚足联游说中国申办

2026

世界杯，

已获布拉特支持。 网友如是说。

（嚣尘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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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取得执法资格的人员执法，将履行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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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国

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在日前公开发行

的三中全会《决定》辅导读本中撰文披露上

述内容。 （

11

月

27

日《南京日报》）

临时工命运走在“十字路口”。 从恢复

“临时工”的名誉上讲，如果“临时工”不再

执法，也就不用再“背黑锅”，不再成为“替

罪羊”，从源头上还其清白与尊严。 从执法

的严肃性上讲，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的执

法，是对法制社会的伤害，会埋下安全隐

患， 随时会激化社会性矛盾。 若以此为契

机，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将是法制社会之

幸。 这些希望确实存在，有其可能性，未必

有其必然性。 如果有执法资格的人员仍然

“忙不过来”，根据“工作需要”，合同工、临

时工“协助”执法的现象还会出现。

唯有简政放权， 才无需临时工执法。

长期以来，临时工参与执法，是因为执法者

“人手不足”，太多的事要做，而取得执法资

格有着能力门槛与编制限制，于是，合同工、临

时工进行执法成为“中国式执法” 的必然现

象。 事总得有人做，法总得有人执，临时工

参与或协助执法，作为法制社会进步的过

渡产物，有现实存在的“合理性”；衡量法制

社会的标准或很多， 但只要还存在临时工

执法行为与现象，法制社会就是不完善、不

健全的，与真正意义上的法治背道而驰。

唯有简政放权，才无需临时工执法。如

果还维系现在的执法范围与空间， 临时工

不执法可能只是“临时的”，他们随时可能

“上岗”。 简政放权，“浓缩” 执法范围与空

间，才是釜底抽薪之举，亦是根本之策。 有

观点认为， 公权力边界的调整是机构改革

的重要方向。因此在机构改革深化中，如果

能够明显看到审批权限的下放、 经济和社

会主体明显感受到“更大的自主权”，如果

能够感受到基于国情国力的基本公共服务

“有人管、管得了”，人们完全可以相信这次

机构改革在沿着正确的方向积极前行。

执法权“很丰满”，执法者就不可能“很

骨感”；相反，执法权“很骨感”，执法者也就

不可能“很丰满”。 这是浅显的道理。 “向市

场放权， 向社会让权”，“强化宏观调控，强

化民生保障”……当这些目标实行之后 ，

有执法资格的人员去执法也就变得很

轻松 。 值得提醒的是 ，传统的行政执法

模式与习惯也要与时俱进， 加快在依法行

政框架下的行政执法改革与创新， 由执法

范围的“量变”、执法人员的“量变”，引发执

法功能向更好地捍卫法律尊严、 维护公民

权利的“质变”。

(

王旭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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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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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菏泽召开座

谈会，在会上，他给市、县委书记们念了一副

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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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寥数语，掷地有声，习近平援引后，也

激起舆论共振。 若溯源探本，这副对联，是出

自清代内乡知县高以勇之手，意在自警。 数百

年来，广为传颂。 而今，习近平援引该对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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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眼下，欺骗百姓，俨然已成某些官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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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对等沟通、良性互动，而是搞一言堂、“言塞

湖”，抱持着强势姿态，结果事件越闹越大。

欺负百姓，是对“权为民用”常识的背离，

也造成官尊民卑的畸形政治序列。 当一些官

员的既得利益者身份，总以侵蚀权利空间为获取

的代价，它势必会引起民怨，成为矛盾引线。

可悲的是，有些官员习惯性地“自居”民

众之上，有些时候欺骗、欺负百姓已经成了集

体无意识。 “莫以百姓可欺”有多少分量，对当

下的政风而言究竟有多重， 为政者确实需要

好好掂量。 而不忘权力来源，关键在于官员要

清醒意识到“自己也是百姓”，首先是公民，然

后才是官员， 在有限任期内只是权力的代行

者，而不是权力的所有者。 明乎此，才能在权

力谦抑中，保障公民权益，接受民众监督。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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