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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惊人

对待“小腐败” 也要“出大招”

贺卡、月饼、年货等环节上的“小腐
败”点多、线长、面广、多发，离老百姓最
近，也最受诟病。它事儿不大，危害不小，

务必以“零容忍”的态度和实际行动，旗
帜鲜明地约束制止。

中纪委近日下发的《关于严禁元旦
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
节礼的通知》， 是继严禁公款买月饼、寄
贺卡之后治理公款消费、持续反“四风”

的又一次出拳。有人认为，在这些小事儿
上多花点钱、有些“小腐败”司空见惯，却
引得中央一再“出大招”，是不是小题大
做？当然不是。贺卡、月饼、年货等环节上
的“小腐败”点多、线长、面广、多发，离老
百姓最近，也最受诟病。 它事儿不大，危
害不小，好像“白蚁筑地巢”一样啃噬党
和政府的形象、 削弱执政根基， 务必以

“零容忍”的态度和实际行动，旗帜鲜明
地约束制止。

借口公务活动“小吃小拿”、利用公
权之利“小卡小要”，或趁生日节日铺张
浪费、红白喜事收受财物，都是最为常见
的“小腐败”，也有人戏称其“非典型腐
败”，一些执纪执法机关对此也常常是眼
睁眼闭、网开一面。 但是“千里之堤溃于
蚁穴”，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情背后往往暗
藏大问题。比如借中秋、国庆、元旦、春节
之机大肆公款消费购买节礼年礼， 表面
看是礼尚往来、沟通感情，实际上不少是
披着民俗外衣、行损公肥私之事。而且某
些党员干部的贪污犯罪就是从笑纳一瓶
酒、一条烟开始，从推推让让收红包、逢
年过节收赠礼开始，积小腐而成大腐、积
小贪而成大贪，一步步走向深渊。难怪有

人这样深刻反思： 思想上的防线一旦决
了小口，就会一泻千里、防不胜防；做好
人民公仆，就必须“比洁白更洁白”。

无论“大腐败”还是“小腐败”，人民
群众都深恶痛绝， 领导干部都应时刻警
惕。 对“小腐败”姑息纵容，就会产生“一
窗不补，百窗必破”的“破窗效应”；对“小
腐败”出招遏制，则是预防腐败、反腐倡
廉取得实际成效的关键。 联系最近中央
出台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
例》，条条款款都是从源头上狠刹奢侈浪
费、防微杜渐倡导清正廉明的务实之举。

这种“抓大不放小”“苍蝇老虎一起打”的
鲜明态度， 必能督促各级党员干部慎始
慎微，以艰苦奋斗、勤政为民的形象和声
誉， 赢得人民群众越来越多的信赖和支
持。 （李平）

42

岁的犯罪嫌疑人姚某与刘某素
有矛盾，姚某怀疑自己是因为刘某才被
开除。 姚某将事情告知

16

岁的儿子小
姚， 小姚便纠集了两名自己的同学，在
北京昌平区小汤山镇将下班的刘某打
伤。 日前，姚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昌
平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12

月
1

日《北京
青年报》）

我们见得多的是年幼的儿子在外
面受了欺负，回家找爸爸哭诉，爸爸找
上对方家门评理，或者是年迈的父亲在

外被人欺凌，时值青壮年的儿子愤而前
往讨公道。本则新闻中，父亲正值壮年，

自己受了气，不设法自己解决，却回到
家里对未成年的儿子诉苦，并任凭儿子
行险犯禁……成年人没有担当，对未成
年人的莽撞无约束，反倒利用这种莽撞
泄愤， 这样的爸爸如何指导孩子的人
生？

爸爸去哪儿？ 还能去哪儿？ 拘留所
呗！

文
/

小强图
/

春鸣

“提前离岗”是另一种“吃空饷”

下午开会宣布离岗决定、签字，回到
单位就被“欢送”并交出办公室钥匙，一天
之内， 河北省黄骅市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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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科级干部
被“赶回家了”。 该市规定，科级干部超过
53

岁，副科级干部超过
52

岁的，全部提前
离岗退养，并提高三级工资。 这一做法被
质疑制造新的“吃空饷”人员。

干部实现年轻化、阶梯化，并不是不
可以。 与“年龄一大把”的“老”干部比起
来，年轻干部冲劲足、有进取心，敢想敢
干，不容易“守成”。 大胆起用年轻干部，某
种程度上讲，也是对时下一些地方论资排
辈使用干部惯性的一种纠正。

不过， 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一刀
切”， 把大批正处于黄金年龄的五旬干部
提前赶回家去，更不意味着这种简单粗暴
调整干部的做法符合改革的精神。

以组织的名义，强迫到了一定年龄段
的干部“自愿辞去现有职务”， 辅以厚赂
（三级工资），礼送出门，一方面有违程序
正义，与《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严重冲
突， 对并无过错的公务员处置过于轻率。

其普涨三级工资的做法，不仅靡费纳税人
的钱，也无法律依据。 何况，大批科级干部
“不劳而获”，也有违社会公平正义。

另一方面，此举也存在滥用行政强力

胁迫相关人员就范的嫌疑。 尽管也有干部
拒绝签字，但是，熟悉基层政情的人士都明
白，这样的不服从必然会招致更为严厉的后续
处置。当地干部就透露，早在

2003

年的时候，

有被免干部不愿签字，后来有人已经代替了他
的位置，自己倒“成了一个笑话”。

从干部队伍自身建设出发，这样简单
的“一刀切”，也过于主观臆断。此前有调查显
示，基层干部往往存在职务上的“天花板”现象，

其职务晋升普遍很艰难。 一个县级市的科
级干部， 可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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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甚至更多年的奋
斗。 也因此，年过五旬的科级干部并不必
然代表着“守成”、暮气。 在这种情况下，黄
骅市强调“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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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副科级干部，

30

岁
以下的乡长，

35

岁以下的书记”，决不能一
蹴而就，而是应该因地制宜。

此前，《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提出，要“用好各
年龄段干部”。 各个年龄段的干部并存，也
能够相互补益，共同做好工作，盲目的“年
轻化”，实在要不得。

此次河北省“吃空饷”专项治理工作
中，黄骅市只上报了

3

个人。 然而，提前离
岗显然是另一种“吃空饷”，对此，上级部
门理当介入，查清事情的来龙去脉，给社
会一个交代。 （媒体人斯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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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
2010

（经济学家）：新股改革方案出
台，向注册制过渡正式启航。我一直认为发审制
度根本改革势在必行，然充满风险。 在

A

股中
小盘股的估值吸引境内外无数企业打破头想来
上市的情况下，现行门槛下放开上市，市场的供
求平衡只能靠估值的反复向下调整来实现。 审
批制是特权也是保姆， 今后生态改变， 适者生
存，投资者当珍重。

@

贺卫方（学者）：【司法区划】 三中全会
《决定》所言司法改革者很重要，应从正面角度
理解与推进。 中级与基层司法机关财政人事体
制上收，会否导致法院上级对下级控制的强化？

所谓探索不同于行政区划的司法区划， 是在高
级法院层面上，还是在中级及以下，值得仔细思
考。 我意重点在高级法院摆脱地方控制。

@

葛文耀：上周五，美国消费者的狂欢日，

线上线下同时大规模促销，

50%

的消费者用智
能手机在网上比较价格， 但超过八成零售额在
实体店完成。美国消费者在一定期限享受“无条
件”退货的待遇，促销期间，许多商家延长退货
期限。消费者是真正的“上帝”。个人消费开支占
美国经济总量七成， 也成了美国经济增长重要
动力。

@

内
~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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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 南宁首次就城市公共交
通客运立法，拟出台“不让座就被赶下车”的规
定，引起轩然大波。而今，它在表述上部分改动：

被拒绝提供服务针对的行为范畴，从“不让座”

缩减为“不让出专用座位”。对占用专座的行径，

确应予以适当提醒协调、良性引导，甚至于道德
谴责，但对涉事乘客下“逐客令”、赶下车，用力
过度了。

@

施鹏鹏（教授）：参加在职硕士论文的答
辩，正如预想，许多论文质量不理想，更为严重
的是，个别论文存在重大错误观点，比如站在部
门利益为非法取证辩护（含刑讯逼供、欺骗等）。

个人建议，以后此类论文一律不推荐答辩，即便
推荐也应不予通过。培养一位反人权的硕士，这
本身是对刑诉的讽刺。

“出来做这种事，顺便挣
点生活费”

———柳州白发老村妇上
山卖淫，八旬老翁拄杖嫖娼。

出处：《南国今报》

“你要不让我过，我就死
给你看”

———河南女车主不堪巨
额罚款， 当执法者面服毒自
杀，执法人员调头而去。

出处：《京华时报》

“他要将‘他老爸’带走，

我们也拦不住”

———咸宁男子撞伤老人
谎称是其儿子，骗过医生将其
从医院接出丢荒野。 医生无
奈。

出处：《武汉晨报》

“不让座就赶下车”

———南宁市公交管理办
法意见稿引热议，相关表述拟
改为“不让出专有座位将被拒
绝提供营运服务”。

出处：新华网
“我就是一时起了贪念”

———南京男子取别人银
行卡

7000

元， 辞月薪
6000

工作跑路，被抓后很懊悔。

出处：《现代快报》

“我们在你店借的东西，

今天托快递公司送来， 请原
谅”

———四川一小偷顺走水
晶雕件，一周后快递退回附道
歉信。

出处：《华西都市报》

“崇拜我的快点来看”

———台湾女子自拍吸毒
裸照上传，并公布自家地址。

出处：台海网
“过年过节的给点儿钱很

正常”

———北京企业老总行贿
65

万元现金获
200

万元奖
励，庭审时称很正常。

出处：《新京报》

“你喝酒了又没驾照，想
私了就掏

30

万元”

———北京女子知男友无
照， 诱其酒驾后找人碰瓷敲
诈。

出处：《北京晚报》

追赶不上

在山东省济南市， 孟祥是一家摩托车修理铺店
主，从农村进入城市，经过

13

年奋斗，结了婚生了孩
子，买了房也买了车，但两次看病经历，却让他觉得
“融入这个城市，并不仅仅是有房子、车子这么简单”；

老李是一个卖炒焖饼的个体户，从东北农村到济南打
拼多年，但依然是“零险零金，啥也没有，老来没保
障”；林涛是一家建筑公司监理，月工资

4000

元，但依
然感叹：“攒钱速度赶不上房价涨速，最大愿望是申购
保障房”……（

12

月
1

日《人民日报》）

济南市这三位“新市民”， 是农民在城市的代表
者，他们的生活情况和各种困扰、遭遇事实上也正是
农民在城市生存状态的一个普遍折射。 人是进城了，

但只是简单地生活在城市之中而已，并没有与城镇市
民享有同等的医疗、养老、住房等基本生活与待遇。而
没有了这些基本生活保障，做市民还不如做农民也就
难免成为一些人的普遍感受。

不可否认的是，“农民进城”， 不管是农民工进城
打工进而在城市中安顿下来也好，还是随着国家城镇
化建设工作的推进，农民大批大量变身为城镇居民也
罢，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无疑是人进城、生活进城、

工作进城的同时，需要保证和保障其体面感，特别是
幸福感的同步“进城”和提升。

但遗憾的是，目前而言，很多地方在推进城镇化
建设工作中，都忽略了这些实质性的问题，忽略了“农
民进城”必须具备的相关基本保障工作、配套服务工
作等的同步建设与推进。

让“农民进城”变市民，推动城镇化建设，这个目
标显然是没有错的，但实现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任
何急功近利的“农民进城”和城镇化，都不是社会发展
与进步之福。稳步推进，特别是将相关待遇、基本保障
等配套服务与工作，做在“农民进城”之前，实现“农民
进城”与幸福感同步的提升，这才是我们所期望看到
的结果。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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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图
/

李宏宇

爸爸去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