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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禁酒令”全国推广的可能

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陈世强等28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呼吁在全国推行信阳“禁酒令”，禁酒令
这个曾频现媒体的老词汇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事实上，信阳禁酒令始于2007年，它的闻名与一个数字有
关——“2007年上半年节省公共招待费用4300万”，这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政府工作要严格控制一般性开
支，努力降低行政成本”的说法不谋而合。那么信阳禁酒令缘何能够成功，是否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化
模式可以在全国推广？带着疑问，本报记者来到信阳寻找答案。 晚报记者 王战龙 文/图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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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员，‘上酒’！”
2009 年 3 月 12 日中午，在信阳园林大酒

店，邱玉鹏吆喝了一声，服务员会心一笑，一大
杯“白酒”上来了，豆香四溢，所谓的白酒不过
是豆浆，服务员已经习惯了他的戏谑方式。

在酒店的一角，一个大型的豆浆机跟前，服
务员忙忙碌碌，喝豆浆已经是“午餐”最受顾客青
睐的开胃品。园林大酒店距离原信阳市政府三
四百米，公务招待曾是酒店的主要客源。

酒店经理杜德华说，酒店原本没有豆浆
机，有豆浆机的时候是2007年，那年信阳市委
下发文件，禁止公务人员在工作日中午饮酒。

禁酒令发布之初，杜德华和普通民众一
样，认为多是过场走秀，然而没有多久，她发现
的确动真格了：在当地电视台、报纸上，一批因
中午喝酒的干部被曝光处理。

那天起，酒店里原本“明星级”产品的各类
酒水，地位逐渐一落千丈。杜德华决定引进豆浆

机，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迅速地，豆浆机涌进了
各家饭店，尤其是经常接待公务招待的酒店。

邱玉鹏是酒店的熟客，他的身份是信阳市
质量技术监督局工作人员，偶然有些接待任务，
邱玉鹏说，陪饭最多的，一天需要多次串场。

“吃饭不喝酒，说啥啥没有”，“感情深一口闷，
感情浅舔一舔”……对于民间流行的顺口溜，邱玉
鹏深有体会，喝酒，在接待中已成为一种习惯。

如北方许多城市一样，酒文化，在这个豫
皖鄂交界地根深蒂固。现在，邱玉鹏习惯端着
酒杯的手，更习惯端着豆浆。

在邱玉鹏看来，禁酒后，饭局的时间也比
平常缩水了，“一般需要两三个小时，围着桌子
迎来送往，没有了酒杯，三四十分钟，结束‘战
斗’。”从来没有午休习惯的他，现在可以顺便
回家，小憩一会，一天的生活，健康而简单。

禁酒令，将邱玉鹏拉回常人的生活，正如
他所期盼的。

禁酒令改变的生活
从前应付一个饭局要两三个小时，如今三四十分钟就结束“战斗”

如果时光逆流到两年前，您经常可以在信
阳某些机关单位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上午，预
约饭局，中午，觥筹交错，下午，牌局较高下。
2006 年底，信阳曾作过一项民意调查，喝酒、
打牌被列为群众所诟病之首。

2007年1月4日，信阳市委、市政府连续下
发“一号文件”、“二号文件”，利剑直指“干部作风
建设”和“优化经济建设环境”，并将其归纳为“五
禁止，十不准”，禁酒令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信阳禁酒令的全国闻名和一组数字有
关——2007年8月，信阳市委书记王铁做客新
华网河南频道时曾说：“今年上半年，对整个信
阳市的招待费开支作了统计，全市今年上半年
比去年上半年招待费这项节约了30%多，仅酒
一项开支，我们就节约了近4300万元。”

4300 万元，基本上相当于一个小县的财
政收入，可以建一个工厂，可以建40所到50所
小学。简单的加减乘除，得出的是一个意想不
到的巨额数字，信阳禁酒令自此成为媒体焦

点，并走红全国。
信阳市纪委常委、监察局副局长李光告诉

记者，4300 万这个数字，是按照信阳每个市、
区直属单位及每个乡镇每天一桌酒席计算得
来的。“实际上，随便到一个乡镇，经常中午都
有几桌客人，远远高于这个数字。”李光说。

禁酒令实施后，信阳先后数百名公务人员
被处理，仅2008年，共查处违反“五禁止，十不
准”问题 144 起，处理 434 人，涉及处级干部 6
人，科级干部191人。

而相应的成绩是：2008年，信阳全年生产
总值达到860亿元，增长12.2%，人均生产总值
越过万元大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4000元，并荣获全
国最具有投资潜力的中小城市20强。

“禁酒令不过是信阳干部作风建设和优化
经济环境的一个突破口，打破了政府机关推诿扯
皮、办事效率低下、吃拿卡要等陈规陋习，改变了公务
人员的形象，优化了经济发展环境。”李光说。

禁酒令改变的城市
2007年上半年，仅酒一项开支，信阳就节约近4300万元

事实上，禁酒令并非信阳首创，您在网上
随意搜索，各地关于禁酒令的新闻层出不穷，
河南省纪委也曾明确规定：公务人员不准工作
时间和工作日中午饮酒（重大庆典、重大对省
外公务接待活动等除外）。

简单梳理信阳禁酒令的脉络，不难发现，
和其他政府工作一样，成立领导小组，建立健
全规章制度，完善监督机制。那么，禁酒令为
什么信阳执行得好？

“首先是不带括号没有特权，明确规定不
管什么人、不管什么理由、不管喝的什么酒，只
要是工作日中午喝酒就视为违反规定。”李斌
说，“如果留有缺口，每个人都能找到喝酒的理
由，禁酒令岂不是一纸空谈？”

“河南省领导、信阳籍的老将军来信阳视
察，我们也是严格遵守信阳禁酒令，中午也自
觉不喝酒。”李斌告诉记者。

李斌是原信阳外贸局局长、市政府办公室
正处级调研员，现在他的头衔是信阳市纪委督察
组一组组长。每周的工作是率领两个组员在信
阳市及其所辖县市的机关单位突袭检查。

信阳禁酒令也被外界视作市委书记王铁
的个人“铁腕”作风的体现。为了体现对“禁
酒”督察工作的重视，“督察办”下设 3个督察

小组，信阳市委给每个督察小组配备了一辆公
务用车和三件“法宝”——摄像机、录音笔、酒
精测试仪，督察组明察暗访，让公务人员时刻
感觉到有人监督，不敢违规。

而李光则认为，督察组组长的特别人选是
禁酒令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信阳的督察组
全部由退居二线的正处级干部担任，他们一方
面德高望重敢于直谏，另一方面不考虑“进
步”，没有后顾之忧。

李光坦言：“如果督察组长由现任在职干
部担任，牵扯到以后的工作晋升问题，处理问
题相对比较缩手缩脚，禁酒令可能推行不久便
会无疾而终。”

“如果总结禁酒令成功的原因，不带括号
和有专门机构督察这两个原因都对。但我觉
得应该列为第一条的原因是：‘一把手’的决心
大。”李光说。

然而公众最为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怎么
能够有效避免督察组在执行中的人情问题？

李光坦言，每个纪委、督察组成员都会接
到很多电话说情，除了内部规章制度的保障
外，也有效发挥了群众的监督作用，督察组每
到一处，首先是公布投诉电话，并将处理情况
在电视台、报纸进行公布，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禁酒令缘何信阳成功？
市委书记强力推行，任何人都没有特权在工作日中午喝酒

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陈世强等
28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的提案——呼吁在全
国推行信阳“禁酒令”。政协委员们认为，温总
理在全国人大十一届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中指出，2009 年的政府工作要严格控制一般
性开支，努力降低行政成本。而推行禁酒令在
节约开支方面的作用毋庸置疑。

同时，这对提升政府公务部门形象、加强
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工作效率有着巨大作用，
尤其是在当前遭遇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它的推
行将具有特别而深远的意义。

网上调查显示，95%的网民赞成推行禁
酒令，认为这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应该在全
国范围推广。

河南工业大学老师王继发说，信阳禁酒令
与其他“五禁止，十不准”相比，便于操作。一
个酒精测试仪，就可以给你答案，对于党风廉
政建设和优化经济环境，有着直接的推动作
用，间接也削减了公务招待的费用。

它的意义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面，
给我们撕开了一个公款吃喝的口子，一个可以

参考总账的清单。而至于如何对症下药，釜底
抽薪，从根本上杜绝公款吃喝行为，则有待于
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比如，推进公共财政体制的制度建设，政
府部门的所有公务开支都要编制预算，并接受
人大的预算审查和监督，接受审计部门的审
计；比如，推进政府财政开支的规章制度建设，
实行“阳光财政”，全面公开化，接受群众的监
督等。

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洪魁则认为：
“事实上，禁酒令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各地的
禁酒令都是有一套规范的规章制度保障，但是
运行之间，规章制度往往为人情所累。”

尽管信阳有保证禁酒令实施的种种措
施，但我们都知道，没有市委书记王铁的强
力推行，这样的禁令能真正推行多久，谁也
无法预料。

郭洪魁说，其实国外也有法律规定禁酒，相
对来讲，我国法律却缺少禁止公务员喝酒的相关
规定，如果能够立法规范，才能保证信阳市的“铁
腕治酒”避免成为一个孤独标本的可能。

禁酒令全国推广的可能
我国法律缺少禁止公务员喝酒的相关规定，需要立法规范

店里本该摆放啤酒的位置，现在换成了装豆浆的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