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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的想象中，高校应该能够自由地思想、自由地生活。但是，实际情况确是在
现今的高校里，世俗化较重，清格独标、蹊径另辟的地位和品格曲高和寡；物质化较重，万
人景仰、终极快乐的精神家园已经一去难返。

我们缺失的不是对学生简单的管理，缺失的是让高校及其师生感到身心幸福的那些
东西。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更多地希望改造这样一个充满压力、焦虑、危险、愤怒的环
境，以提高高校的幸福指数、成就心智健全的优秀人才。 ——《新京报》

社会关注

锐评

网民网民
大会堂大会堂

是谁降低了
高校的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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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最快近视眼
（“一女士裸眼看日食1小时视力由

1.5降到0.15”跟帖）

网友发言
居然能坚持裸眼看太阳一小时，果然

强啊。 德国网友
只能连续看3秒，停一会儿再看。

浙江网友
这是老天对她无知的教训。

浙江金华网友

话题：被公章改变的人生
（“高考生因父母被拘未过政审状告公

安局”跟帖）

网友发言
据我所知，这样的情况政审确实过不

了。譬如我一个同学因为手上文过字，就
当不成兵。 湖南长沙网友

人家手里拿着这个章，可不是随便一
盖了之的。 浙江宁波网友

这是对权力的滥用。 山东枣庄网友

话题：传说中的秋后算账
（“湖北石首群体性事件死者5名家属

被刑拘”跟帖）

网友发言
这么大的刑事案件，谁那么大权力说

不追究就不追究了？签免责书的做法，实
在荒唐可笑。 洛阳网友

胳膊能拧过大腿？免责书管什么用？
又不是免死金牌。风头过后该收拾照样收
拾。 西安网友

话题：养儿防老
（“上海鼓励符合条件夫妻生二胎应对

老龄化”跟帖）

网友发言
现在我国的老龄化趋势出来了，与其

像俄罗斯那样催着国民多生育，还不如现
在制定出妥善政策，避免临时抱佛脚。

上海网友
政策早有明文规定，为什么上海人不

生，非要鼓励呢？估计是生了养不起。
江苏苏州网友

现在生育受限制的只有那些公家人
了。那些做买卖的、打工的，哪家不是两个
孩子或者更多？ 新浪北京网友

话题：数字出政绩
（“部分高校瞒着学生签虚假协议，‘被

就业’成热词”跟帖）

网友发言
我在北京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工作，有

一个北京工大的女生来应聘，试用了几天，
苦苦哀求给她盖章开了一个工作证明，然
后第二天就辞职了，因为证明拿到了，就完
成学校给的任务了。悲哀啊……

北京网友
我是武汉一所高校毕业的，记得2003

年毕业时，一些学校就这样搞了。
河北网友

中央党校主
办的最新一期《学
习时报》刊登署名
为刘日的文章指
出，官员的家庭财

产等信息很可能牵涉到公共利益，所以不属
于个人隐私。官员如果不愿意尽义务公开
财产，那就应该辞职。并提出应以“新后备
干部”、“新提拔干部”率先公示财产为契机，
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推进一步。（7月23日
《羊城晚报》）

作为辽宁省辽阳市第
一个进行车改的县区，弓
长岭区委书记和区长从
2008年4月开始，已开始享
受一年 8 万的车补待遇。
区委宣传部负责人表示，
车改之后确实省钱了。（7
月23日《新京报》）

公车改革历经多年，无果而终者有之，重
走回头路者有之，苟延残喘者有之。人或以

“货币补贴”为最佳出路，但补贴额度的畸高却
又在反噬车改的初衷和意义。辽阳市宏伟区
党政一把手每年补贴7.6万元的车改方案一度
被坊间舆论戏谑为“史上最牛车改”，而看了弓

长岭区的车改方案，恐怕我们只能慨叹：车改，
没有最牛，只有更牛。

有网友算了一笔账，一年 8万的车补额
度，相当于平均每天在高速公路上奔波5个小
时。这么算下来，二位领导可能是全中国乃至
全世界最忙碌的领导，真是太辛苦了！

车补何以如此畸高？说到底，这就是“内
部人控制”之下的车改的必然宿命。目前公车
货币化改革最大的制度性缺失，正在于把改革
的权力拱手送给一群既得利益者，让他们自己
制定游戏规则。

其实，车改的本质本就不是“赎买”而是
“削权”，应该以法令的形式，明确公车的编制
以及不同层级领导的待遇，专注于“人”的节

制，而非在“车”上苦苦做文章。事实上，根据
国家有关规定，只有副部级以上官员才有资格
配备专车，只有党委编制的单位才可以有公
车，但现实却是不仅处级干部甚至连科级干部
都配备专车，从这种意义上讲，所谓的“削权”，
毋宁说是规训并重新校正权力对公车的僭越
之心。

即使“赎买”可以作为一种车改的方式，也
不能让既得利益者主导改革，理应把公车改革
放到公共视野中来。关于车补额度必须举行
听证会，服从大众的考量和监督，让普通纳税
人有发言权和表决权，而非党政机关自说自
话。这也是一种“削权”，以权利制衡权力，避
免大权在握者身怀利器、私欲四起。

该文细化了“新官”率先公示的三点理由，
笔者觉得一个都不成立。

其一是说“绝大多数干部目前不用公开财
产”。“公示”就是“公开”，公开是为了监督，而所
谓“不用公开”，也就是不用监督，而其言外之意
则是这些“绝大多数干部”都是清白的，用不着
通过公示来自证清白，也用不着通过公示来暴
露自身的腐败。这给人的感觉就是：需要财产
公示的，是那些存在问题的官员，也就是要通过
公示来查处腐败分子，简言之就是需要财产公
示的是有问题的官员。既然这样，又怎能确定

“新官”就都是有问题而需要公示的呢？

再看第二点理由，即新官“接受群众监督，
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能够接受这项考验”。那
么，请问老官员接受监督就不是理所当然的
啦？老官员就不能接受这项检验吗？所谓不能
接受检验，是不是指他们自身有问题，不能拿到
阳光下晒一晒呢？要是这样的话，这不是明显
要让其躲避监督和查处吗？

第三点理由是说这样的“新官”公示“人民群
众是高兴的”。我敢肯定，如果只让“新官”公示财
产，恐怕群众更多的是不满意，只有让新老官员一
起公示财产，才是人民群众所期盼的。

肖滋

官员财产公示岂能“喜新厌旧”

政府“还债”，莫高举民生旗号
两年来，为解决民生难题，根治信访热点

问题，吉林长春市由政府出资先把群众从各种
纠纷、债务中解脱出来，另组织专门力量，逐件
解决债务关系。 （7月23日《人民日报》）

“民生难题”、“信访热点问题”之所以成为
痼疾，反映出当地政府在随后的政企分家改革
之中，并未从根本上维护民众的切身利益，导
致一些问题从开始时的被忽视渐渐变为久拖
不决，最终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长春市眼下的“创新做法”，其实不过是在
还历届政府的欠账，是在解决政府自身遗留的
问题。尽管解决这类问题确实有助于改善民
生，但政府所应当体现出的责任，却在字面意
思上被抹杀了，反而成了新的政绩和经验，真
是咄咄怪事。 宣华华

风流局长，失身事大呀！
山东淄博市张店区水务局长鲍振华与情

人赵某相处一年多之后，被赵某在电视上曝光，
目前鲍振华被免职。 （7月23日《成都商报》）

当官员的腐败总是与情妇扯上关系时，
“红颜祸水”一说便甚嚣尘上。其实不然，多数
官员的情妇，何谈有情，有的只是交易。官员
用心将“红颜知己”好生包养着，可一旦这个

“知己”的诉求得不到满足，便将丑事公之于
众，恩情全无，留下的只有露水夫妻无情无义
的笑谈。

仅 2008年一年，鲍振华签字报销的相关
非工程费用就近百万元。我看，有必要查一
查，这近百万元到底从哪里来的，又是怎么花
的，是否挪用或者套取了水利建设项目的资
金？拔出萝卜带出泥，笑谈之外当有严肃的问
责与追究。

套用网友一句话：奋斗到局长的位子不容
易，失身事大呀！

王玉初

我国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立法及制度建
设，一直步履蹒跚。早在 1988年，全国人大便
起草了一个关于《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
和收入的规定草案》，1994年，将《财产收入申
报法》列入立法项目。20年后，虽常有地方政
府进行一些突破和尝试，但全国范围的官员财
产公示制度仍然未能出台。这说明，财产公示
制度之所以迟迟不能露面，并非论证不充分，而
是遭遇了人为的阻力。

在我看来，公众之所以提出质疑，其实是在
担心“新官率先公示财产”之后，官员财产公示
制度从此便踯躅不前、原地踏步，担心“妥协”之
后会永远“妥协”下去。如果这样，不仅对年轻
官员“不公平”，也是对其他官员的放纵。值得
注意的是，即便实现了“新官率先公示财产”，官
员财产公示制度仍然可能遭遇巨大的阻力。在
这些阻力面前，显然不能为了“官场稳定”而忽
视“社会稳定”。 南望山

财产公示“新官先行”站不住脚

公众在担心什么？

唐春成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