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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的战斗
力为啥这么强

继前年中国工人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后，前不久中国城管也名扬海外，出现在电脑游戏
里的纽约街头，成为横行街头的“霸王”。同样的中国制造，带给我们异样的心情。这一方面提醒
我们，辽阔中国发展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更警醒我们，中国的现代化，不仅要靠“中国工人”创造的
物质财富，更需要制约“中国城管”的制度文明，以法律制约权力，用权利呵护尊严。

——《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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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
调查公式玩猫腻，高明还是愚蠢？

网民网民
大会堂大会堂

禁烟不妨多一些“微观”叙事
2011年1月4日，距离我国签署《烟草控制

框架公约》5周年仅余 5天。作为该公约的缔
约方，我国承诺今年 1月 9日前在室内公共场
所和室内工作场所实现100%禁烟。但在履约
5年内，不仅全民吸烟率没有下降，二手烟的受
害者还在 3年内增加了 2亿人。中国失约，已
成定局。 （1月4日《京华时报》）

作为医生，我也曾是烟民。后来为什么坚
定地戒了烟？因为我在工作中，接触了越来越
多因为吸烟而出现的致病者，他们的现身说法
让我知道，必须得戒烟。一位慢性阻塞性肺病
老年患者，曾向我描述过这样的感觉：每年冬天
发病时，他的脖子好像被人慢慢掐住一样，完全
呼吸不过来。他说，如果有下辈子，他再也不吸
一根烟了。还有一个例子：一位长年吸烟的患
者患上肺癌去世后，给整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
债务。作为医生，我吃惊地发现，当经历过这些

遭遇后，这个家族的人都选择了远离香烟。
说服更多的人远离香烟，宏观的事实与数

据固然重要，但“微观”叙事恐怕也不可或缺。
比如，在吸烟人口里，多少比例的人有可能会
患上心血管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病和肺癌？一
旦患上这些疾病，对一个家庭，一个人意味着
什么样的改变？如果在这些方面，人们明了了
足够多的事实，我想，他们能够做出一种更为
理性的选择。在一件事情上，人们知道的事实
越多，信息越丰富完整，就越有利于他们对事
物做出理性判断。比如，他们会尽可能地选择
远离香烟。 吴帅

头衔如“神马”，薪资若浮云
如今，一些企业喜欢向员工派送各类唬人

的头衔，一个小公司都会涌现多个市场经理、
运营总监；一些人也会想方设法在自己的名片
上加印各种头衔。上周，一项 1933 人参与的

调查显示，96.9%的人感觉当今社会“头衔通
胀”现象普遍，其中 38.4%的人表示“非常普
遍”。 （1月4日《中国青年报》）

头衔为什么通胀？当然是因为名不副实
的帽子发多了，美好的称呼自然随之贬值。但

“头衔通胀”得如此顺风顺水，除了市场投机的
动因之外，更多的，恐怕还是氤氲在公民社会
背后的“官本位”意识使然。权力个人化、决策
中心化，那么，有头有脸的“头衔”就对应着资
源与能力，头衔背后的价值就凸现出来。正因
如此，国外的“总统”也许抵不上某国企“老总”
的决策效率与拍板能力。换言之，级别与地位
在某种意义上大于公平与正义，因此，才会出
现“程序不如头衔，制度不如签字”的怪现状。

头衔浮夸的背后，是整个社会诚信机制的
缺失。吹牛不上税，且受益匪浅，自然就扯谎不
脸红，欺诈成为人际交往的常态。当一桩桩“学
历门”事件不仅撼不动失信者的地位，且无须令
其为失信行为埋单时，足见“头衔通胀”有多么
扎实的“根基”。忽忽悠悠的头衔如“神马”，“被
平均”而上涨的薪资若“浮云”——世情冷暖，人
生百态，还真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邓海建

又是“临时工”的错？
好一句“网络公司搞错了”，大有将自身责

任一股脑全部推掉的意味。且不说这个“金刚
不坏”的满意率投票对民意存在多少漠视，再次
搬出“临时工”为挡箭牌的伎俩，就让人忍不住
再次反胃。

公众早已摸清个别地方政府“东窗事发”后
的卸责方式。网络公司成为此事件中的“临时
工”似乎并不让人意外。不过，我们仍旧要追问，
就算是“网络公司搞错了”，当地政府为何还要将
错就错，让这个错误的满意率评议公式存在14天
之久？如果不是“网友曝”，这个“金刚不坏”的评
议公式，是不是就这样一直存在下去？

通过藏有猫腻的评议公式往自己脸上贴
金，这不仅反映出个别地方政府对权力的滥用，
对民意的剥夺，更赤裸裸地投射出其疯狂的权
力迷信和政绩追逐心态。对民意不尊重，不倾
听，不护佑，就算满意率为200%、300%又有何
用？民众会满意吗？舆论会信服吗？

好在当地政府尚有一些权力耻感，及时取
消了这个“金刚不坏”的评议公式。但是，拿“临
时工”当挡箭牌的卸责方式又让人不敢对事件
进展报以乐观。相反，这次开县政府对舆论作
出的匆忙回应，大有“息事宁人”的意味。如果
不培养官员对民意的尊重和珍惜习惯，不从制
度层面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不改善官员
政绩的考核途径与方式，这样的闹剧或许并不
会就此绝迹。 李松林

一个挂在重庆开县政风
行风投票评议网的公式，被
网友认为暗藏玄机。依据这
个公式计算，即使全票“不满
意”，群众满意率也不会低于
50%。记者就此采访开县纪
委，得到的回应是：网络公司
搞错了。随后，该县对该公
式作了更改。

（1月4日《重庆商报》）

一个完全能保底50%满意率的投票，无
异是对行政机关和公务人员自身问题的“放
纵”。在这个“巧妙”的保底安排之下，上级主管
部门根本发现不了有问题的人和单位，也根本发
现不了哪一个部门更负责、哪些执法人员更优
秀。结果就是，“问题”越掩越深，职能部门和公
务人员还沾沾自喜、自我陶醉。长此以往，类似
的投票乏人问津，而后“劣币驱逐良币”，职能部
门的公信力注定在民众心中渐行渐远。

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有自觉接受监督的

义务，除了是一种义务之外，透明的、公正的
监督也能促进职能部门反思问题和不足。“机
关算尽”给自己脸上“贴金”的投票，应该是害
怕监督所致，但监督无处不在，光害怕就能解
决问题了吗？一个“过滤”了真实民意和真实
声音的行风投票，一定会异化成给个别部门
及其领导政绩“添彩”的道具。如果仅是为了
好看，让网站工作人员直接造假岂不更简单
省事？又何必劳民伤财、假惺惺搞什么群众
评议呢？ 毕晓哲

如此考核是公然“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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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时评

在去年年底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
发布会上，中纪委常
委、秘书长吴玉良表
示：中央办公厅和国务
院办公厅最近要出台

有关公车配备使用的新规定，这个规定比过去
更加严格。新华社1月3日发表文章分析说：
这意味着“史上最严格”的一轮公务车改革即
将启动，改革顺应民意，将有力推动政府部门
职能和作风转变。 （1月4日《潇湘晨报》）

一句“史上最严格公务车改革”的论断，煞
是引人瞩目。然而，与其说民众关注这种不落
俗套的表述，不如说民众更关心具体的车改能
否落到实处。就此而言，欲使最严格车改最大
限度地释放威力，笔者认为需配套最严密的措

施，需要最严厉的手段。
其一，准确公开公务车数量。吴玉良已经

明确表示，会把全国公车的详细数量和需要减
少的数量公布。准确公布公车的详细数量，意
义不容小觑。不公布数量就不知道该裁减多
少公车，不明晰公车支出费用就不能有的放矢
地进行车改。

其二，强化民众监督。如果说公开公车数
量和支出费用，是满足民众知情权的一个层
面，那么，还原民众的参与、表达和监督等权利
同样重要。为防公车“私奔”，不少部门殚精竭
虑，方法频出。实际上，再高明的技术也抵不
上民众的眼睛，只要放开让民众监督和举报，
公车私用现象就无所遁逃。而且，民众举报
了，相关部门还要做好相应的惩戒与问责，不
能一再地捂盖子。

其三，从编制更严密的财政预算入手。个
别单位领导一再换车，消费惊人，再加上养车
的费用更是畸高，可谓不差钱。如果从源头上
束紧了钱袋子，也就能遏制住公车消费的冲
动。经济学家焦建国认为：要让各级各地官员
们“小气”起来的根本方法就是让预算软约束
硬起来。预算编制过于粗线条，再加上花钱时
缺乏有效监督，一些官员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
钱，别说公车耗费过度，就是在其他方面浪费，
又何奇之有？

公车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再加上“再锋
利的刀也削不了自己的刀把”，公车改革因触
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落实中难度更大。但是
公车改革不能再拖了，更不能失败。“拉鱼的不
着急，背鱼篓的干着急”，最严格车改需要最严
厉手段，唯有如此，民众才能不着急。

社会关注

最严格车改需要最严厉手段
□王石川（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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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部分官员非法转
移资产出境，裸官出逃成反
腐重心

网友发言
多数腐败官员都抱有一种“一人坐

牢，幸福几家人；腐败我一个，幸福几代
人”之类的冒险心理。若是不把冒险心理
打灭，很难产生打击效果。近年来，江苏
省在打击贪官的过程中，不但要准确收缴
赃款，还要狠狠地打击，加大腐败官员的
腐败风险，提高其犯罪成本，让贪官们“既
身败名裂又倾家荡产”，或是“有赃款也用
不掉”，彻底放弃这种冒险心理。江苏的
做法非常好，应该在全国推广。

广州网友
江苏省纪委有关负责人建议，国家有

关部门应该进一步强化“个人重大事项报
告制度”，将房地产项目纳入其中，实行全
省联网、全国联网，银行对大笔金额实时
监控，以实名制方式控制住大额现金流
量，从细微处入手加强监管，最大限度地
排除障碍一查到底。在我看来，仅仅强化

“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还是不够的，必
须尽早确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浙江网友

话题：浙江对56名倒
卖房票官员批评教育被指
姑息纵容

网友发言
当地纪委本着“实事求是、宽严相济、

区别对待”的原则，对违规参与商品房转
让改名获利的 56 名党政干部、事业单位
人员，除收缴其不正当收益外，按照有关
规定作出相应处理：对其中9人进行诫勉
谈话，9 人责成作出书面检查，38 人由所
在单位纪检组织进行批评教育。黄牛倒
车票坐牢、商人倒大蒜罚款，官员倒楼就
仅仅批评教育？ 网友：卖花翁

记者发稿时获悉，针对这次专项治理
中暴露出的问题，台州市已下发《关于进
一步规范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房产交易行
为的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
将治理房地产领域突出问题作为2011年
一项常态工作。出了问题就想到“堵”，殊
不知，姑息养奸式的处理结果，本身就是
失职、渎职的表现。《暂行办法》能禁得了
官员倒卖房票，但其他方面呢？

网友：枭雄

话题：女环卫工寒风中
翻兜捐钱感动部分网友

网友发言
发帖人“姜堰泥”在帖子中说：2010年

12月31日晚，一个少有的严寒夜晚，在步
行街，3名环卫女工在一个捐款现场，翻兜
找钱献爱心，其中一名女工因身上没有带
钱，还跟同事借了钱，后来 3 人每人手中
拿着 10 元钱，依次向捐款箱投了钱。普
通人的真实写照！流泪了……敬礼！

新浪网友
钱芳告诉记者，她和丈夫多年前从同

一单位双双下岗，目前她在环卫部门工
作，每月工资 504 元，丈夫在姜堰本地打
工，每天30元工钱，一个12岁孩子正在上
学。“我们虽然不宽裕，但毕竟身体是好好
的，可以挣钱，大家每人出一点力，就可以
帮贫困病人看好病。”辛辛苦苦一个月，工
资才504元：当地相关部门能不能给我们
这位可爱的大姐涨点工资？ 腾讯网友

钱芳还告诉记者，说自己捐 10 元太
少了，不值得一提。人的境界和精神有关
系，跟物质关系不大——向钱财贫穷、境
界高尚的普通人致敬。 搜狐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