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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专栏

不允许工作中发现不了问题
不允许解决不了问题不报告

议新形势对领导干部的新要求（七）
□本报评论员

伍皓同学到底搞出一堂什么课

尽管“心有不甘”，云南省委宣传部副
部长伍皓 12 日晚还是宣布放弃起诉《晶
报》评论部主任李鸿文，原因是有领导让他
宽容对待李鸿文的批评。闹得沸沸扬扬的

“起诉门”暂时告一段落。
（今日本报A23版）

这堂课该叫什么呢？按照伍皓此前的
说法，应该叫普法课。他觉得自己的文章
被“故意歪曲和断章取义”，便要向作者和
媒体索赔各10万元，伍皓说，“法律是每个
公民共有的武器，公民应该学会运用法律
主张自己的公民权利。败诉也是一种主
张。”这句话颇有几分法治时代布道者的味
道，甚至一度让人肃然起敬。

但就结果而言，这堂课恐怕适得其
反。笔者认为，伍皓倒弄出来的这堂课，更
应该看成是一堂“现代民主教育课”——作
为当前形势下的官员，应该有创造条件让
民众批评、起码是虚心接受民众批评的度
量。不“暗地里动手脚”诚然是一种进步，

“明地里”到底该怎么和舆论打交道，也同
样需要更高的为政水准。教科书已经摆
好，伍皓同学可以谦虚地当一回三好学生
吗？ 毕诗成

等唐骏认错不如让唐骏认错

12月 10日，唐骏现身微博，否认学历
造假，承认自己在这件事中有责任，责任在
含糊，不透明，是虚荣心造成的。方舟子回
应称唐骏拒不认错是一种无赖行为。

（今日本报A24版）
唐骏之所以拒不认错，只能说明一点：

他认为自己不需要认错。认错会让自己难
堪，不认错毫不损伤自己的羽毛，总裁照
做，天价年薪照拿。公众怒也好，方舟子骂
也罢，反正唐骏还是唐骏。

一个成熟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正义的
社会。社会的正义不仅表现为不正义者会
受到口头的讨伐，还表现为不正义者会受
到实际的惩戒。回过头来看看，不认错的
唐骏受到什么惩戒了？

有人说，“学历门”如果发生在国外，
唐骏肯定要认错，然后还要请辞。然而
在中国，唐骏不需要这样做：这说明我们
的相关环境营造和制衡力量还远远不
够，这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从这意义
上说，方舟子先生也别陶醉在骂人中，不
妨告诉公众应该怎么办，怎么才能让唐骏
们主动认错。 毛建国

警察做自己分内的事，凭什么还要向失主收取奖励
费呢？然而，在网上搜索相关资料后才知道，这一“规
定”绝不只是四川独有。民警口中所言的“相关规定”，

是保发[1994]139号文件，也就是1994年公安部和中国
人民保险公司共同印发的《关于加强被保险机动车辆追
查归还工作的补充通知》。其中规定：保险公司领取被
盗车辆后，在“施救费”项下，按被盗车辆的保险金额给
予破案公安机关一定比例的费用，以补充侦查费用的不
足。

一份16年前的泛黄文件，是否仍有效力？当年的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作为国有企业，政企不分决定了其还
承担着行政职能，为减少赔付压力、提高办案积极性，签
下这样一个协议可以理解。但16年时间过去了，明明
只是一份协议，根本就不是有效的“规定”，怎么在16年
后还依此向民众伸手，非法收取奖励费呢？

公安机关破案追盗是法定职责，将追回的被盗抢车
辆无偿返还失主，更是法定义务。公安部门不是商业追
盗公司，而是负有公共服务职责的政府部门；倘若个别
公安机关每破获一个案子，就要向当事人额外收取奖励
费，那也不要找纳税人领工资了，直接成立公司岂不是
更好？破案奖励费的收取，绝不是小事一件，对此，相关
方面不能不查。 舒圣祥

新时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步伐日益加
快，伴随而来的，是系列问题纷纷涌现。这是客
观规律，也是现实情况。不怕问题多，就怕眼力
差。问题困难不可怕，可怕的是发现不了问
题。敏锐发现并透彻分析问题，考验着我们的
能力和智慧。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接下来便是解决问
题。问题有大有小、有难有易，有些依靠自身力
量能够解决，有些必须寻求协作，或者让更有力
的力量介入。所以，对于那些我们解决不了的
问题，要及时上报。解决不了问题，又不报告问
题，往往会贻误时机、耽误大事。

正是出于对上述两个方面的考虑，最近，市
委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不允
许工作中发现不了问题，不允许解决不了问题
不报告。

不允许工作中发现不了问题，是一种能力
要求。“海恩法则”告诉我们：每一起严重事故的
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
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所以，我们要善于从千
头万绪、细枝末节的“隐患”、“先兆”中，及早发
现问题。如何发现问题？首要的一点便是，不
要过分自信地认为“天下本无事”：任何一个地
方、任何一个领域，总会存在或大或小、或多或

少的问题。只不过，具体到不同的地方，问题存
在的程度不同而已。所以，除了要在问题面前
时刻保持警醒外，更重要的，还是要培养并锻炼
敏锐的发现问题的能力。不错，具体到实际工
作中，不少问题隐藏得很深、外在表现很弱，往往
很不容易被发现。但愈是如此，我们愈要刻意培
养和锻炼自己这方面的能力。领导干部要提升自
身的工作能力，首先要提升自己发现问题的能
力。要善于剖析，善于思考，善于把握实质。与此
同时，我们必须警惕本本主义和经验主义，要不断
地用新眼光、新思维，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前
段时间，我市在交通及环境卫生整治上，做了不少
工作，也取得了不小成效。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这
些方面就没有问题了？当然不能。在交通及环境
卫生整治上，我们一方面要按照计划，不断解决
老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不断开拓思维、启
迪智慧，未雨绸缪地发现新问题。

不允许解决不了问题不报告，是一项纪律
要求。问题有大有小、有难有易，有些不用支付
太多的综合成本便能解决，有些动用所有的资
源和能力也很难解决，甚至是根本无法解决。
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及时上
报。及时上报不是示弱的表现，也不会丢失尊
严和面子。那种碰到困难便“捂盖子”的鸵鸟策

略，其实才最可怕：无数的事例告诉我们，问题
捂得越严、捂得越久，情况就会变得越糟糕、越
严重。上报问题是反映问题，反映问题是为了
解决问题。及时报告了问题，会为综合解决问
题赢取了主动，责任没有或者是相对较小；如果
不报告，就要完全承担责任。因为问题上报后，
上级部门能统筹协调，或者是直接介入，至少能
够为解决问题提供方法和思路。发现不了问题
叫失察，不解决问题叫失职，解决不了问题又不
报告叫怠政。强调“不允许解决不了问题不报
告”，目的正在于此：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形
成上下通畅、协调配合的机制，做到整体不隐藏
问题、不贻误时机。所以，在当前阶段，我们必
须把“不允许解决不了问题不报告”当成一项纪
律来抓。

不允许工作中发现不了问题，不允许解决
不了问题不报告。这是新形势对领导干部的新
考验。当前阶段，虽然我市的各项工作正处于
一个良好的运转态势，但我们绝对不能因此而
忽视了各种问题的存在。及早发现问题能使我
们不断消除隐患、少走许多弯路，解决不了的问
题及时报告同样会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少走
许多弯路，我们才能抓住更多的机遇，赢得更多
的主动，取得更大的发展，换来更大的进步。

警察追回被盗车凭啥收取奖励费？

11月22日，成都市民
赵先生在温江吃饭时，停
在饭店门口的爱车被盗。
12月8日，成都光华派出
所告知赵先生车已追回，
可以前去取车。“他们同时
告诉我，要支付一万元的
奖励费。”赵先生称。“这笔
奖励费是按照相关规定收
取的，一般由保险公司支
付。”12日，光华派出所一
位民警告诉记者，该项规
定在全省范围内执行，根
据被盗车是否跨市、跨省
追回，奖励金额不等。（12
月13日《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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