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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在昨日的消息中如此坦
言：“承诺书早在去年10月下旬就已签
订，选在郑州两会期间公布，表明郑州强
力整治违法建设的决心。”

违法建设久治不愈，危害多多，所
以，整治违法建设需要正式而严谨的
承诺。正因为此，郑州各县（市）区、管
委会党政一把手才以共签《违法建设
查处工作承诺书》的形式，将共同的承
诺，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固化”下来，
让承诺者有责任、有压力，使我们的承
诺不落空，言必行，行必果。

有“固化”的承诺，还是不够的，这
种承诺还须为民众所知，接受民众的
监督。所以，本报开设的“《违法建设
查处工作承诺书》展示监督台”栏目应
运而生，其宗旨就是为了达到“你承
诺，我监督，你监督，我兑现”的目的。

需要注意的是：“你承诺，我监督”是
对媒体和民众而言的，而“你监督，我兑
现”这句话，则是对在承诺书上签字的县
（市）区、管委会党政一把手，以及相关职
能部门而言的。显然，如何用具体的实
际行动践行承诺，坚决杜绝违法建设，无
疑是最为迫切、最为关键的问题。

因为说到底，整治违法建设，最终
还须落实为各级相关职能部门的实际
行动。即便是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固
化”下来，即便是在媒体上高姿态地公
布，终究不过是完成了一种许下承诺的
形式创新。要想使郑州强力整治违法
建设的决心得以彰显，要想使媒体和民
众的监督能够形成足够的促进力量，还
须县（市）区、管委会党政一把手及相关
职能部门，始终秉承重在持续、重在为
民、重在运作、建立长效机制的思维。

可以说，县（市）区、管委会能否在
整治违法建设过程中兑现自己的承
诺，某种意义上就是在践行卢展工书
记在谈到党员领导干部要树立“六种
形象”时，所称的“要树立起说到做到、
说好做好、诚实守信的形象”。许下承
诺的目的，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引一时
关注的目光；许下承诺就要按时保质
保量地去完成，要说到做到，说好做
好，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才能树立起
诚实守信的为民形象。

而且，审视《违法建设查处工作承
诺书》内文不难发现，郑州市城乡规划
监察支队承诺的“对举报案件，在接举

报后两个小时内进入现场核查，立案
查处。”“坚持日报制度，将违法建设的
查处情况每日向市委、市政府督查室
报告。”以及县（市）区、管委会承诺的

“对辖区内违法建设制止不力、查处不
到位、不及时报告的，分别追究党政主
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责任”等，可以
说，践行这些承诺的过程，也是坚持

“第一时间到现场”、日报告制度，以及
“首问负责，为民负责”等原则的过程。

让监督更有效，须行动更给力。
整治违法建设，缺的不是动力支撑和
信心支持，也不是工作机制和工作方
法，关键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意识
是否真的入脑入心，具体的整治行动是
否足够给力。如果承诺书只是贴在墙
上、挂在嘴上、写在报上、拿在手上，那
它只是一纸白纸黑字。正如 2月 14日
本报刊发的评论员文章所称的那样，治
理违法建设，我们既要方法得当地打好
攻坚战、持久战，又要深挖根源，建立长
效机制，不怕惹麻烦，敢碰“保护伞”。
唯有如此，治理违法建设的行动，才能
经得起时间历史的检验，民众监督的考
验，让政务新风在郑州大地蔚然成风。

让监督更有效 须行动更有力

2月16日，《人民日报》在11版刊发消息：《郑州市干部在媒体刊登签名公开承诺书，
不有效制止违法建设甘愿被问责》。

这是继2月11日刊发《郑州新年上班抓会风 3小时开7个会》后，《人民日报》短时
期内第二次在第一时间报道郑州市的政务新风。

好的做法总能引发共鸣，也总能在第一时间内被充分肯定。《人民日报》在5天时间里两次连续报
道郑州市政务新风，是对我们落实省委书记卢展工提出的党员领导干部要树立为民“六种形象”，以及
我市近期系列积极作为真抓实干的肯定。

《人民日报》在郑州两会期间关注郑州市县（市）区、管委会党政一把手共签《违法建设查处工作承
诺书》这件事表明，郑州市党员领导干部这次署名承诺，并首次在媒体上公布的做法，引起了更大范围
的关注。

问题的另一面是，当这种承诺在更大范围内传播，为更多人所知，接下来，我们如何用具体的实际
行动践行承诺，坚决杜绝违法建设，无疑是最为迫切、最为关键的。

本报今日全文转载《人民日报》的这篇凝练的短消息，并配发评论员文章，目的就是为了让媒体、
民众的监督更有效，让整治违法建设的行动更给力，让违法建设在郑州无法抬头。

编者编者按按

我市政务新风

用工荒，不能只怪5800万留守儿童
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 5800 万

人，长期亲情缺失、代管不力，留守儿童问题其实是
农民工不愿意再外出的主要原因。有农民工表示，
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不能让孩子再跟他一样，宁愿
少挣点也要培养好孩子。 （2月16日《广州日报》）

孤木不能成林，单丝不能成线。5800万农村留
守儿童，自然成了部分家庭外出的绊脚石，但也仅仅
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而已。用工荒现象之所以能够发
生，是社会变革过程的必然，在笔者看来，除去留守
儿童的问题，还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从“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是我国经
济必须要面对的难题。当年轻的农民工慢慢变老，
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定然会以非常激烈的形式呈现
出来。但留守儿童绝非唯一原因，除此之外，“空巢
老人”的问题同样严峻，据了解，有调查显示，中国目
前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是人口增长比例的5倍，占世
界老年人口1/5，其中49.7%老年人为空巢老人，农村
孤独居住老人也已接近四成。

其二，农民工权益不能全部得到法律与体制的
安全保证，也是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劳动合同法》

《工伤保险条例》以及其他法律法规里所规定的农民
工养老保障问题、安全及保险问题，都不能在现实中
真正被赋予到农民工的身上。如果外出打工的收
益，还不如在老家种地、做小买卖的收益，农民工很
难会选择背井离乡。

用工荒现象的根源，并不仅限于人的因素。在
根本上解决春节后这种惯性的用工荒，如农民工子
女的入学、空巢老人的赡养、农民工基本权益保护等
系列问题，都应当着力解决，否则，用工荒必然会在
每年春节之后发作。 王传涛

24岁女孩当副院长是破格还是出格
网帖曝料 1986年出生的女孩王圣淇 2010年被

提拔为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据
悉，该大学是厅级单位，一般人需工作9年才能达到
该级别，当事人从工作到被提升不足 3年。该大学
回应，任命是有意识加大年轻干部培养，并否认其为
某市长女儿的说法。 （2月16日《新快报》）

有意识地培养年轻干部，破格录用人才本无可
非议，但前提却是信息的公开、程序的正义以及被提
拔者的确有超群的能力。可是从现实的环境来看，在
破格提拔的名义下，更多的时候隐藏着的却是权力自
肥的魅影。权力常常以“破格”之名，干“出格”之事，
这，恐怕正是公众不信任王圣淇们的原因所在。

权力的“出格”造就了“破格”的虚妄，尤其是在
“我爸是李刚”这般权力的暴戾话语下，加之程序正义
的缺失，公众显然已经对权力的自律失去了信心。而
这，正是公众在权力公信力缺失情境下产生的公平焦
虑。正是由于这种焦虑，让一些依靠业绩得到破格提
升的人，不得不以“父母是农民”来自证清白。

尽管王圣淇的身份，以及提升的程序是否合乎
情理还有待考证，到底是“破格”还是权力“出格”有
待澄清。但从公众的质疑声中我们显然能够感觉到
权力出格行为的泛滥，给公平正义和权力公信所带
来的伤害。它不仅容易让公众陷入“阴谋论”的怪
圈，更是折射出了人才选拔机制的混乱。

透过公众的质疑，我们可以看到权力的混乱对
人才选拔机制的冲击。破格提拔年轻干部的标准是
什么？王圣淇有哪些资质符合破格提拔的标准？这
些恐怕才是打消公众疑虑的关键。而提拔的程序是
否正义公平，王圣淇的业绩是否超群，是证明其确系

“破格”而非权力“出格”的最有力证据。 时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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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5天
两次第一时间报道

2月14日，郑州市16名职能部门和各县（市）区、开发区党政“一把手”签名的承诺
书，全部刊登在《郑州晚报》上。他们承诺：不有效制止违法建设甘愿被问责。此举在正
在举行的郑州市两会上引发热议。

承诺书早在去年10月下旬就已签订，选在郑州两会期间公布，表明郑州强力整治违法建
设的决心。近日，郑州市一次拆除郑东新区圃田乡唐庄村2.8万平方米违章商用建筑。规模
较大的郑州西建材大市场被政府勒令拆除，并由政府负责安置在此经商的近800户商户。

谈起在媒体公示承诺书，中牟县委书记杨福平说，公示的承诺书也有他的签字，“违
法建设不仅践踏法律尊严，还导致规划失控，影响城市发展，是以少数人的私利，侵蚀大
多数市民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打击违法建设不能手软，
我有决心有信心兑现自己的承诺”。

□人民日报记者 曲昌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