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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注水
渐成中国式笑话

GDP注水问题有两笔糊涂账：其一是真相不明，其二是无人担责。
弄虚作假蚕食政府公信力，GDP失真会对国家政策造成误导，更重要的是，GDP注水严重

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可以不夸张地说，GDP注水问题长期存在，上至官方下至民间对GDP
注水无可奈何、习以为常，这正在成为一个中国式笑话，羞煞政府，羞煞国人，贻笑国际，贻人口
实。假作真时真亦假，当“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成为惯例，官方公布的任何数据都会被质疑和嘲
笑。 ——《羊城晚报》网民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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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武汉记协强调记者
报道不实一律先下岗

网友发言

记协是群众组织，有权力让记者下岗
吗？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网友双色球2006

看来武汉消协给记协打了招呼。
网友慢慢

一律下岗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实”与
“不实”谁来判断？如何区分无意和主观故
意？“歌功颂德”是否属于不实报道？

网友冬之窗

话题：国家赔偿法拟规定
依法刑拘后放人不予赔偿

网友发言

紧急状态下抓人应由紧急状态法来规
范。不能把紧急状态下的特例应用在正常
状态下的条文中，随意夸大公安的执法权。

上海网友
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就拘留某人，实在

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不过，最好在24小时
或48小时内找到证据，比如开个搜查证到嫌
疑人家里去搜查相关证据，如果还是找不到
证据，那就应该立即放人了。 网友fake

不赔偿可以，总要有个说法吧。比如，
要不要打个条，上面写着：此人系误抓，恢复
名誉，可以放心嫁给他。 江苏南通网友

有一种“别墅群”叫“生活习惯”
近日，一篇名为《实拍衡山县电力局气势

恢弘的别墅群 叹为观止》的帖子出现在各大
论坛，衡山县电力局对此作出回应。（4月27日
《广州日报》）

面对网友的“叹为观止”，衡山县电力局
不仅以“职工的自发行为”作为搪塞的理由，而
且用“每个地方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在衡阳地
区很多人较为偏爱居住别墅”来作为辩解。

如此看来，所谓的别墅就不是别墅了，竟
然成了“生活习惯”，只是这样的习惯是垄断部

门的习惯还是当地普通百姓的习惯呢？是垄
断的自我冲动还是炫耀呢？

“电老虎”别墅群说到底是少数既得利益
者占有的福利，这种垄断企业的高福利，实质
是把较高的生产成本转嫁给社会，严重损害了
社会的公共福利。垄断福利无偿使用公共资
源，不可能为公众提供更合理、更优质的产品
和服务，必然严重影响垄断行业的企业形象和
服务质量。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7.1%的人
认为垄断企业的高工资高福利是对社会其他
人群福利的掠夺，最终都会变成服务成本，由
政府和公众埋单。对“电老虎”别墅群来说，同
样应如此审视之。 舒锋

公共监督经适房比权力监
管更重要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发出通知，加强经
济适用住房管理。（4月27日《新京报》）

经适房怎么建、怎么分、怎么管，并非什么

难题，一般人都晓得答案，就是分给最需要的
人，杜绝那些有着非分之想的觊觎者。一句
话，只有做到全过程的公平，才能确保经适房
所蕴含的民生安居意义。事实上，以往经适房
分配过程中出现的那些怪现状，就是缺乏民意
的博弈和监管所致。即使如此，那些违规情事
能够东窗事发，暴露在阳光下，也多亏了民意
的最后兜底。

只有以公共民意公共利益作为牵制，才能
保证权力执行过程中不走偏。对于经适房监
管，公共民意的全程博弈、监管，就是让经适
房的准入退出以及出售、出租、闲置、出借等
置于透明、公开的情境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的——谁符合资格谁不符合？谁是穷人谁是
大款？谁和权力拉拉扯扯对经适房有非分之
想？谁违规处置经适房？都会一目了然。所
谓机制，不是宏大叙事的文本修辞和措辞严厉
的权力命令，而是不惮于为公众监督、考问并
始终阳光操作的过程。 张敬伟

湖南双牌县委书记
郑柏顺日前回应“政协委
员发言不妥被停职”一
事，称对方并未因触怒自
己被停职，并表示自己并

不武断，相反还搞了很多规章制度发扬民主。此
外，他对摊派购买仅印有自己头像台历一事表示
不知情，称是宣传部门运作的。（本报今日
A29版）

郑书记解释的理由是不是充分，大家见仁见
智。但从他的回应当中，我们却窥探到了太多官
场的秘密。

第一个秘密是领导提拔的都是自己人。郑书

记两次提到，胡佐军是在自己任上提拔起来的干
部，“比较欣赏他”，“于私，我不可能针对他”。这
样的表态，无意中透露出在干部的提拔过程中，在
谁任上提起来的干部就是谁的“自己人”这一个事
实。否则，郑书记不会通过强调胡佐军是自己任
上提起来的干部来证明自己的不徇私情。

第二个秘密是“民主”都在“一把手”的手里攥
着。郑书记针对“专断”的质疑，称“我搞了很多规
章制度发扬民主”，“如果专断，根本没必要搞这些
制度，我说了算就行”。这说明在郑书记眼里，民
主只不过是他想给就给，不想给就收回来的一个
工具。从事情的发展也可以看出，郑书记让大家
畅所欲言，于是有了胡佐军的讲话，书记觉得讲话

有问题，于是“县里领导觉得不妥”，“后来，政协也
觉得他的发言有些不太妥”。原来所谓的民主，不
过是大家都看书记的眼色行事而已。

第三个秘密是错事都是别人干的。郑书记的
头像印上台历并摊派到各乡镇，原来是宣传部在
郑书记不知情的情况下搞的。稍微了解官场的人
都知道，未经领导本人审核擅自把领导的照片印
到明信片上，宣传部能有那胆量？更绝妙的是，那
一本台历25块钱，居然也是邮政局收的，跟宣传
部无关。

郑书记在表白自己“民主”的同时，一下子让
我们知道了这么多官场猫儿腻，不知道会不会有
人不高兴，让他也下乡锻炼锻炼？

“发言门”藏着多少官场秘密
□刘昌海（河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