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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7月31日，凡固话尾

号、手机尾号、车牌尾号、身份证尾
号为61或8的读者，144元订一份
全年《郑州晚报》，将可能获得61倍
或8倍的惊喜。咨询电话：67659999

3个月拍了5000张公务车照片
从 3月 18日发布名为“公务车随拍，坚持一天拍

一张”的帖子以来，“专拍哥”已发布了1000多张照片，
其中一部分涉嫌公车私用。

该帖浏览量已近40万次，有2300多条回复。
记者近日用QQ联系到了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专拍哥”，他说自己已拍了 5000张，但因手机成像质
量不好，没有全部上传。

他一般都是在上班时间外到酒店、超市、学校、医
院门口拍“鲁O”开头的公务车。

禁止公车私用，各地已在努力
记者注意到，禁止公车私用，其实各地已做出不

少努力。
例如，2004年底，温州市规定：全市 11个县（市、

区）委、政府、市直属各单位的 1万辆公车都须贴上统
一的标志，非工作时间，没有按规定停放的，必须出具
车辆去向报告。

今年5月，湖南省临湘市也出台规定，给全市的公
务用车都统一贴上了一个特殊的标志——“临湘市公
务用车”标牌。

7月1日，河北青龙公安全部非制式警用车辆、“冀
O”牌照车辆统一贴“公务车”明显标志，严禁公车私用。

为了加强监督，浙江嘉兴市纪委曾聘用 30名“卧
底”，专做和“专拍哥”类似的工作，对张贴公务用车标
志的车辆进行监督。

近日，记者针对此事电话联系了山东省纪委，宣
传处负责人以“还不清楚这件事”为由，拒绝采访。

“车轮上的腐败”要靠全社会监督
据了解，目前我国公车已达500多万辆，年消费三

四千亿元，公车运行成本普遍偏高。
有的地方超编超标购买车辆，有的部门和人员采

用虚开加油、维修发票等手段，侵占国家资产。
而公车私用现象更是普遍存在，久治不绝，全国

“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指出：“只有三分之一公车被
公用。”

“拍公车不存在违法、侵犯隐私等问题。”山东大
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马广海认为，作为国家
公职人员在某些情况下是需要让渡一部分隐私权
的。“公车使用更应该透明，在一般的场合下根本没什
么隐私，接受社会的监督理所当然。”

山东省委党校管理学教研部教授崔永刚表示，相
对于社会监督，建立公车使用的内部约束机制更为重
要。 据新华社电

老百姓质疑的事就是大事
前不久举行的陕西省2010年省直事业单位招聘考试中，一名考生“行政能力测试”成绩名

列报考职位第一名，而其父作为省考试中心工作人员，没有按照相关规定申请回避，反而担任
这次考试试卷保管的主要负责人、儿子考点的考务负责人，并全程参与阅卷和评分工作。

这一“考务漏洞”经网友披露后，引起广泛关注。记者日前针对此事专门进行了调查。

陕西省事业单位招考有“考务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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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举报，这孩子没被录取，但有关部门表示没泄题

“专拍哥”仨月发上千张公车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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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私用“顽疾”吗？

专家说，相对于社会监督，
建立内部约束机制更重要

济南一位叫“专拍公务车”的网友，在
国内某知名论坛上连续 3 个多月发布了
1000多张公务车照片，其中部分涉嫌公车
私用。他因此被网友称为“专拍哥”。

在此带动下，北京、深圳等地的网民
纷纷加入“街拍公务车”行列。“专拍哥”
说，他想以此作为“撬动当前顽固公车制
度的一个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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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专拍公务车”发的“公车参加婚礼”照网友“专拍公务车”发的“公车参加婚礼”照

是不是劳民伤财？
［背景］蒲子文化中心工程包括蒲子

文化宫和宫前广场两部分，总投资1.18
亿元。蒲子文化宫2008年8月开工建
设，建筑面积19800平方米。目前工程
已接近尾声，预计今年9月全部竣工。

记者：蒲县作为贫困县，全县财
政收入才 3 亿多元，而建这个文化
宫竟花费1亿多元，县城只有3万多
人口，是否劳民伤财？

乔建军：说我们财政只有 3亿多是
错的，县里煤炭资源很丰富，2009年县
里可支配财力已达 5.9亿元。文化中心
工程是分年分批投入，县里财政完全可
以承受。这不是劳民伤财工程，而是全
县百姓的需求，因此说这项工程是急群
众所急、想群众所想的一个爱民工程。
理念超前，但投资没有超前。

陈金庄：文化部等有关部门要求我
们建文化馆、图书馆和电影院，省里也
要求要有青少年和老干部活动中心及
老年大学。由于统一筹划，一次性设计
到位，而不是分别去建场馆，有效避免
了重复建设。从这一点上说，县里是为
了节省资金，在为民着想。

当地居民雷宏：我认为县里做得有
点过，没必要花这么多钱建这个文化
宫，老百姓到底能用多少？

山西省蒲县是省级贫困县，在这个偏远山区县城内，历时两年建起一座总投资超亿元的文化中心。主
体竣工的蒲子文化宫气派豪华，被指酷似“鸟巢”。

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和质疑，而蒲县主要负责人却一直保持沉默，唯一出面回应的蒲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安保说：“如果有问题，上级会来查。”这引起公众更为汹涌的质问。

近日，记者对话了蒲县县委书记乔建军、县长闫建国和县委宣传部部长兼蒲子文化中心建设指挥工程
部副总指挥陈金庄，同时走访了当地群众。

山西一贫困县花上亿元建豪华文化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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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领导说是民心工程，一次性设计到位能节省资金

是不是违背民意的形象工程？
［背景］蒲子文化宫外观造型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由23棵大树围绕而成，树枝上点缀

上鸟巢，顶部为“树叶”造型，非常壮观宏大，因而有人指出其像“鸟巢”。
记者：蒲县斥巨资建“天价”文化宫，究竟是顺应民意，还是形象工程？
陈金庄：文化宫是很漂亮气派，代表着一个县城的形象，可以提升城市品位。
乔建军：蒲子文化宫外观形象很好，我们引以为豪。县里时刻为民众考虑，把钱花在

群众心上，把钱用在群众身上，这应是民心工程，不是形象工程。
当地居民孙金昌：我总觉得是面子工程。如果能把钱多用在教育上，效果会更好。

是不是违背程序缺乏监督？
［背景］不少民众质疑工程建设的透明度，有人甚至怀疑里边有腐败行为。
记者：建这样大的工程，要走哪些程序，有没有人监督？
闫建国：工程建设完全是按照制度来的，是按章办事。每一个环节都要经过严格审

核，纪检和司法部门随时都可以介入，不可能存在贪污和腐败行为。
陈金庄：因为是县里的工程，钱款都是由县财政出。
当地居民曾庆海：县里上什么项目，我们百姓根本没有参与的份儿，更没发言权。工

程中即便存在腐败，我们也没办法。 据新华社电

儿子参加考试，老爸负责考务
裴锐是陕西省人事考试中心助理调研员，其子裴煜报名参加了2010年陕西省省

直事业单位招聘考试。
裴煜报考的是陕西省建工集团总公司友谊医院生物制药工程职位，只招聘1人。
5月23日，裴煜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考点参加“行政能力测试”，成绩为76分，

在报考同一职位的考生中名列第一。而这个考点的考务负责人正是其父裴锐。
6月份，网帖《考试？还是考爹！》称，裴锐涉嫌利用考务负责人的“考官”身份，使

其儿子中了“状元”。而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也收到匿名信反映类似情况。
6月30日，陕西省建工集团总公司给出的情况报告显示，裴煜未获录取。

最终未获录取，但仍难服众
近日，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监察室工作人员彭胜发表示，经调查，在试

卷命题和试卷复印阶段，裴锐从未接触到试卷。考试中，裴锐未离开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考点的考务办公室。

对于考试中心工作人员子女参加此次考试却没有申请回避，考试中心负责人解
释说，考试中心工作量特别大，一直人手不够，再加上严格的保密制度和监督制度，想
当然地认为不会存在违规行为。

尽管如此，社会各界仍然认为这样的“漏洞”必须从根源上杜绝。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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