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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有文化”
有时也可怕

没有最雷，只有更雷，当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雷语。北大教授孙东东再怎么说也是教
授，算是“有文化的”，自然对如今的炒作套路了然于胸。因此，再发雷语可能是精心而为，
媒体报道或反驳正中其下怀：他就可以在“嘴上风暴”中，让身价随名气翻番。娱乐圈流行
的做法，其实距教授也很近。 ——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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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3月15日起，政
府业务经费开支全部

“裸账”的消息经媒体披
露后，当地老百姓迫切
希望解决水、电、路等问
题。但四川省巴中市巴

州区白庙乡政府向有关部门争取项目和资金，
却少有回音，1个多月来毫无进展，来白庙乡的
上级部门人员与以往相比减少了一半。(本报
今日A19版）

我不是预言家，但从看到“全裸乡政府”激
情登场的那一刻，我便猜到了它的黯然结局。
到底出了哪种状况呢？据说，眼看1000多万元
改善民生的资金缺口无着落，白庙乡政府无奈

在网上招商、求助，但一个多月来依然毫无反
应。近日，白庙乡党委书记张映上困惑不已：这

“裸账”究竟怎么了？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理想主义的张书记，碰

上了现实主义的钉子。“全裸乡政府”破坏了基
层官场规则：一是账目过于公开，没有“回旋”余
地，去别的乡镇能山珍海味，来你这饭都没有，
难免令人兴致索然；二是“裸”得过于阳光，媒体
都盯着呢，谁都害怕被“盯上”。

报道中说，自“全裸”以来，来白庙乡的上级
人员与以往相比减少了一半。这说明，以往“车
来车往”的上级人员，起码有一半是“可来可不
来”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来不来的权限在“上
级”那里，来了，你只有乖乖招待的份儿；而且，

来的人少了，事情就难办了。人都不来，资金可
以给你，自然也可以不给你；给有给的合法理
由，不给有不给的程序正义。正因为大家都深
谙这个道理，“乡政府”的账目才“不宜公开”。

白庙乡的郁闷在于，“裸”得声名鹊起，却又
斯文扫地。这只能再次证明，在既得利益与扭
曲的制度合二为一的时候，靠单兵突进以图达
到改革的目的，很可能被磕碰得头破血流，或者
是黯然宣告失败。

让“全裸乡政府”来为财务公开改革埋单，
既过于残忍，也意义寥寥。真正值得反思的是：
在白庙乡“全裸”之后，舆论掌声如潮——可是，
全国数以万计的乡镇，又有多少个有跟随的底
气和决心呢？更遑论高一级的地方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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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裸乡政府”缘何一头冷水
□邓海建（江苏）

农民自制土炮对付强拆

场面真雷人，恍如看一部老电影。但尽管“土炮对付拆迁”演得热闹十足，却毕竟是脱
离了当代的剧本，演员们的倾情表演都成了抢戏。唯一的真正主角，始终应该是法律；因
为这是属于它的时代，法律才是超级明星。

但为什么会发生“抢戏”呢？一则，可能是剧本自身内容不完善，各个角色的戏份不清
晰。二则，即便剧本完善，如果导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抢戏的人不叫停，纵容他们抢
戏，其他角色自然不服气，抢戏就会愈演愈烈。所以，关键还得看这场戏的导演，既要搞个
好剧本，又要严格执行，禁止任何抢戏行为。

“土炮对付拆迁”这场戏，谁是“主角”，谁是“配角”，谁改了“剧本”，谁先“抢戏”，一目
了然。现在，是“导演”出面叫停的时候了，绝不容许土炮把法律的戏都抢光。 宣华华

“取消高校级别”可能不那么容易
6 日，《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全文发布。纲要称，要克服人
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
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
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6月7日《新京报》）

所谓教育去行政化，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为
校长去官位级别化。要真正实现教育的去行
政化，必须保证教育（学术）的相对独立。国外
的大学，校长等高层管理者不是官僚，而是由
政府聘请的教育家，他们只对教育质量、学校
发展负责，而不对行政权力负责。但在国内，
这显然不太可能。离开了行政权力的支持和
支撑，教育投入如何得到保障？

由此可见，在目前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取

消高校行政级别”恐困难重重。纵然是强力
推行，恐怕也只能走上国企改革的老路，让
大学校长们成为类似于国企老总一样的“准
官员”。而这样的高校人事制度改革，难免会
沦落为行政体制内的一种“调整”，丧失了应有
价值。 陈一舟

领导的“操作失误”是黑色幽默
2009年上半年，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开

始对乡镇机构进行改革，该县畜牧兽医局下
属的动物检疫站 23名工作人员(自筹工资人
员)也报名申请，后被该县人事劳动局以不符
合文件规定为由刷掉。可当年年底，这23人
中的8人顺利转正，吃上了“皇粮”，转正的7人
是领导亲属，1人是领导司机。局长辩称是操

作失误。 （6月7日《南国都市报》)
“操作失误”，一个听上去挺不错的理由。

局长也说了，入选的8个人能力没问题，6人是
大专文凭。你看，局长的“操作失误”也算是属
于高水平了。一失误，竟然也能够将能力没问
题的“优秀人士”给“转正”了。但又据说，领导
的压力很大，因此给了职工们一个安慰：给动
物检疫站的职工每月加工资500元，以增加职
工收入。领导连“失误”都有如此高水准，怎么
还会有压力？

在就业路上有个“拼爹游戏”，玩的是权力
通吃。当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当惩罚只是
口头说说，不能做领导的儿女，那就争取做领
导的亲属吧。你看，领导亲属的“含金量”多高
啊。 王军荣

为了反对
强制拆迁，武汉
一农民在自己
承包的田地里
搭了个“炮楼”，
用铁套筒和烟
花做成单发的
火箭筒，备有许
多弹药，自制火
炮两次打退拆
迁队。（本报今
日A18版）

用土炮捍卫土地是谁的悲哀
虽然“土炮”曾打退过百人拆迁队，但我们还是为

杨友德捏把汗。一是为了增强火力，杨友德的“土炮”
在不断升级。事态继续恶化，谁又能保证他不换成“真
家伙”呢？这样一来，杨友德可真要变成违法的“暴民”
了。想想那些因捍卫物权而被逼以死抗争的人，他们
尚且被冠以“暴力抗法”的罪名，你这又使枪又用炮的，

“罪名”岂不更重？二是尽管杨友德的“土炮”在不断升
级，又怎能抵御拆迁队的强悍攻势？要知道，拆迁队人
多势众，办法有的是。只要铁了心想征你的地、拆你的
房，你挡也挡不住，到头来岂不落得人财两空？

“土炮抗拆”不过是无数暴力拆迁中的一小小场
景。征地征到“动枪动炮”，拆迁拆到“以死相争”，公民
不用法律武器而用土枪土炮捍卫自己的权利，这是法
律的悲哀，还是公民的悲哀？ 李学人

但愿炮轰不是又一个“花边”
老农能两次击退拆迁队的“来攻”，他能一直胜下去

吗？如果征地农民、被拆迁者的权益得不到法律保障，单
靠孤单英雄式的反抗，只能徒增无奈和伤感罢了。

在新拆迁条例还未出台之前，一些地方仍在发生
着强拆。一些人留下了或呐喊或抗争或流泪流血的

“不屈”身影。遗憾的是，他们对自身权益的抗争，很多
时候只能成为点缀强拆案件的“花边”。现在，面对奋
起“炮轰”拆迁队的老农，这样的震惊与警醒，是否也会
沦为一些地方强拆“汹涌”下的又一个“花边”呢？但愿
不会。 王艳春

别让“土炮对付拆迁”抢了法律的戏

张广墅张广墅 图图

话题：我国中间阶层个
税负担沉重，制约收入增长

网友发言

我每年的收入有20万，税要交两万
多。说真的，这些钱都是加班加来的，几
乎每周都只休息一天，工作很辛苦。没
有办法，家庭负担沉重，要供房、养家糊
口，还要赡养父母、岳父母。名义上是中
产，但很多时候我都在想，这样的中产不
做也罢。 广东网友

个税起征点应该调整至10000元，解
放那些中产和准中产们，相信他们会促
进消费的。 北京网友

强烈呼吁应该再交空气税、喝水税、
说话税、睡觉税…… 湖北网友

话题：多家企业被曝用
劣质原料生产阿胶

网友发言

我自豪，我骄傲，因为身体差，从小
到大我吃了很多的阿胶，居然能活到今
天 ，我 是 金 刚 不 败 之 身 ！ 哈 哈 。

吉林网友
我们只做一年，明年换个牌子再做一

年，后年再换个牌子再做一年，大后年再换
个牌子……反正我赚几百万你才罚我几十
万，太合算的买卖了，嘿嘿嘿……

海南网友
监管部门干什么去了？伪劣产品充满

市场，他们该担负哪些责任？ 江苏网友
一些企业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造

假，就是因为一些执法人员除了对造假
者进行象征性的罚款外，从没有动用诸
如让其企业赔偿到破产的手段，让造假
者望而却步。 四川网友

话题：温州企业家希望
下一代考公务员，称不发工
资都行

网友发言

公务员工作稳定，福利有保证，有尊
贵感。享有国家完善的社会保障，工作
相对轻松，大多数公务员都能享受国家
法定假日，有良好的福利待遇和充分的
职务保障，事业发展的舞台大、机会多，
社会地位、生活环境、未来的潜在收入各
方面都有优势。不发工资有这么多福利
优势，我也干。 河南网友

有些基层公务员，工作并不轻松。
每天要开会，天天有饭局，陪领导。血脂
异常、血压偏高、脂肪肝、尿酸偏高已成
为有些公务员的职业病。每天固定时间
上下班，工作大多没有创造性，很多人年
纪轻轻就养成了惰性，日子过得平淡无
味，没个性，没激情。年纪轻轻就虚度光
阴，心里不踏实，还不发工资，我不会
干。 重庆网友

话题：失去规则比赛变
味，北大清华百年赛艇对抗
赛夭折

网友发言

简单的事情，到中国被行政一搅和，
就变味变样了，杯具。 湖北网友

为什么不赛龙舟，要搞赛艇？中国
最好的大学连自己的文化都守不住，只
会去东施效颦、邯郸学步。更可笑的是，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赛事，居然搞变味了，
最后夭折了。我们还能指望这些大学做
什么？ 江西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