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辆车是爷的了”

———天津限购汽车引市民抢购，抢购者砸车
窗玻璃后如此高呼。

出处：河南商报
“晚上吃蹄花还是羊肉汤”

———成都飞行员呼叫塔台时遭干扰，接听到
如此“指令”。

出处：成都商报
“我父亲打我，你们把他关起来，不关我就跳

楼”

———南京一小伙儿被父亲打破头后报警，要
求警察将他关起来。

出处：新华报业网
“政府单位里领导很多， 或多或少都会将财

物放在办公室，根据长期盗窃经验，失手的概率
很小”

———陕西盗窃团伙专偷政府机关，被抓后如

此交代。

出处：华商报
“英雄？ 我觉得把人救出来，自己死掉，才叫

英雄吧，我这样最多叫做搭把手”

———深圳小伙儿因救火上了
3

次央视，不习
惯别人叫他救火英雄。

出处：南方日报
“一次捆绑是在做早操的时候， 全校师生都

在观看，零下
1℃

的天气，

8

岁的孩子”

———网曝江苏一小学生被老师两次捆绑示
众，最长达

6

小时。

出处：扬州晚报
“看你不是本地人，想必补办证件相当麻烦，

故特此将您证件邮递回去”

———安徽一小偷偷包后将证件快递给失主，

称补办不容易。

出处：合肥晚报

改天换地 新闻： 近日， 贵州省黔南自治州以棚户区改造为
名，将

18

家州直属机关的办公楼在
10

天内全部拆迁，

其中包括尚未装修结束的办公楼。据称，拆掉这些单位
的办公楼是为了打造城市亮点景观，盘活土地，提高土
地的价值。 （

12

月
16

日央视）

原来各个机关集中办公，现在却像是打游击，或进
居民楼，或入商贸城，叫市民找不着北。但比起“完善城
市功能、改变城市形象”来，这不值一提，况且政府机关
的形象也会顺带地升级换代，将正在建设中的“东部新
城”安家落户。 看来他们还得感谢周边一些棚户。

既然当地政府大有改天换地之雄心， 非常之功就
得有非常手段，必须以“强有力”的措施来推进，“整体
规划、连片开发”，楼房不管新旧统统都要拆迁。于是一
场突如其来的拆迁之后就是一片废墟， 政府一声令下
的威力似乎只稍逊于一场大地震或强飓风。

这大约是在推动城镇化，但政府如此强势，又如此
急迫，好像只是地方首长或政府的城镇化，而不是从民
众现实需求出发的城镇化。这样下去，或许可以旧貌换
新颜，新城有了，但是空的。

（文
/

李建华图
/

曹一）

监管没辙？

浙江
40

吨病死甲鱼骨入药，监
管部门直言“没办法”。 近期浙江海
宁和平湖等地查知，

40

吨病死甲鱼
骨通过一条“产业链”流入中药材市
场。面对大量病死甲鱼骨“入药”，多
个监管部门却直言“没办法”。 （

12

月
17

日《新京报》）

“死甲鱼”入药这条黑色产业链
何以能够风生水起、长期存在，个中
原因不言自明———正是形同虚设的
监管，才让丑陋行为肆无忌惮。在这
条“死甲鱼”的黑色产业链中，有没
有保护伞在为其保驾护航？ 有没有
人一边满脸无辜地说“没办法”，一
边却暗暗地从中“分一杯羹”？

据常理推断，媒体曝光了，问题
就有了解决的可能。 但我们对此却
也只能谨慎乐观。无数事实都告诉
我们，如果造成问题的根源无法
根除，如果失职失责者的责任得
不到追究，如果制度和监管的漏
洞不能有质地改变，一切都是“逗

你玩”———风声紧了收敛一阵，风声
一过就立马死灰复燃甚至变本加
厉。因此，一定要彻查“死甲鱼”背后
水多深，其中隐藏着哪些“大家伙”。

或许有人会喊冤： 甲鱼养殖户
很多是个体户，小养殖户分散经营，

监管难度太大。实际上，现在的很多
事情，不是管不管得了的问题，而是
愿不愿意管的问题。 举个或许不太
恰当的例子： 那些运输车辆特别是
超载车辆，不也很“个体”、很分散
吗？并且，还都在路上跑着、不停“运
动着”，更难监管。可是，我们神勇的
“相关部门”， 不也积极出击围追堵
截，将罚款进行到底了吗？ 说白了，

这还是一个利字作祟。 有好处的就
抢、无利可图的就推，这既是责任心
不足的体现， 更是政绩考核机制不
完善的体现。 要想做好对“死甲鱼”

等问题的监管， 首先要做好对监管
部门的监管。

（李维焕
/

文李宏宇
/

图）

留学代购

从感恩节到圣诞节是美国每年的黄
金购物季。远低于中国的商品价格，催生
了火爆的代购现象。 有的留学生正忙于
期末考试， 却不得不拿着长长的购物清
单，替国内亲友采购各种特惠商品。有些
留学生其实并不愿意这样， 但是碍于情
面又不好意思拒绝。当然，也有些留学生
是为陌生人代购从中赚取差价， 并且乐
此不疲。 这正是：

大洋彼岸打折忙，

小留变身购物狂。

学业虽恐付流水，

难敌价差诱惑强。

（李宏宇
/

图赵癑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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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岁末是考验也是契机

媒体年终盘点， 网络评选热词……时近
新岁，“年味”渐浓。 不过，也有人总结，相比起
来，今年多有不同：少了漫天乱飞的贺卡，没
了送土特产的车辆，减了觥筹交错的宴请，概
括成一个词———“清新岁末”。

数据可以佐证群众感受： 截至
10

月底，

各地已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各类问题共
计

17380

起，处理
19896

人。

17

日，中央纪委
还发布了

10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
问题通报。这样的惩戒力度，想必会让很多借着年
终拉关系、乱花钱者心存忌惮。 一年多来，转变作
风发力长力。 而从国庆中秋时管住月饼，到元
旦春节叫停公款贺年， 盯住关键节点管住全
程，正是打造改作风制度之笼的重要一环。

中国素有“年关”之说，来源或言因躲避
名“年”的猛兽，或言因欠债还钱的期限，虽有
比附成分，但也凸显出其时间节点意义。 而对
于一年来劲吹的改作风之风， 年节同样是关
键点。 作风能不能持续清新下去，把住即将到
来的元旦春节这道闸门，至关重要。

近日有媒体报道，某省一个厅长，往年元
旦能收到千余张公款贺卡，而“全厅收到加寄

出的超过两万张”，既浪费公帑，也耗损精力。

从过去经验看， 很多隐性腐败往往在年末抬
头。 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年节之时，人情的马
甲更不容易被脱掉， 礼尚往来也变成虎皮大
旗，因而模糊了公与私的边界；另一方面，年
节也是一些财务制度、总结评比的关键节点，

钻空子、 找漏洞成为少数人一门心思打的算
盘。 经过长期潜伏，一些腐败和浪费行为容易
跨入“深水区”。

年节成了改作风的漏风口， 根子上仍是
源于治理环节的罅隙。 比如，年终发奖金、福
利，因为穿上普惠的外套，所以让人放松了警
惕。 再比如， 各部门单位看到今年预算花不
完，担心明年预算减少，因而产生“节约无功、

浪费有理”的心态，突击花钱。 高压态势逢年
过节会打个折，“下不为例”变多、“法不责众”

频现，本应无缝对接的制度之轨，因为年节而
受到顿挫。

从自上而下率先垂范的八项规定， 到管
住会议费、楼堂馆所和“特供”标识等的通知，

再到被称为“反浪费党内法”的《党政机关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搭出框架、焊定卯点、

加固铁条……作风建设上的探索， 可谓打造
制度之笼的样板工程。 岁末因其节点意义，正
是制度能否管根本、管长远的检验期。 更重要
的是，年节形成价值导向，也是助推日常生活
工作中新风尚、新变革的“高辐射时期”。 从这
个角度看，能不能有一个“清新岁末”，关系到
的是治理的现代化。

一年多来，作风建设作为改革抓手，为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正能量。 探索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作风的改进同
样可为杠杆。 由作风建设入手，管住权力随意
越界而来的失控、失范，表面上看，一个“清新
岁末”不过是少了吃喝浪费、少了胡乱花钱，

但本质上，却指向“限制权力”“规范权力”这
一治理的新思路， 这无疑是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年终岁末，对于改作风，是个考验也是个
契机，正可行之当下、虑之长远。 推及更广层
面，能不能“言必信、行必果”，决定着能不能
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最终“积小胜为大
胜”，打开治理现代化的全新境界。

(

据人民时评
)

广东茂名官员雷挺为了谋求时任茂名市市
长罗荫国的关照， 以罗荫国母亲的名义认购了
A

座
1601

房， 雷挺分期支付了
511577

元的房
款。

2008

年，经罗荫国的推荐，雷挺得以被提拔
为副厅级市长助理。今年

10

月
28

日，雷挺犯行
贿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广州中院一审判
刑

16

年。 （

11

月
19

日《北京晨报》）

赵顺清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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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