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众质疑

在广东省财政厅去年11月公布了省直行政
单位、事业单位2010年度“三公”费用后，截至
今年2月11日17时，经不完全统计，广东至少
有35个省级预算单位公布了本部门的“三公”费
用。查看其“三公”账本并统计发现，账本内容
普遍简单粗放，其中不乏“3个数字+3句解释”类
账本，令人一头雾水。（2月13日《中国青年报》）

“3个数字+3句解释”类账本让我们看到了
什么？如此账本能支撑起民众对“三公”经费公
开的期待吗？学者认为，这次的粗线条现象是
广东各省级部门首次公布“三公”经费，经验不
足在所难免，“但起码是政务公开的一个好的开
头”。真的如此？

这些“惜字如金”的账本，基本上都回避了
一个要害问题：钱花在了什么地方？当多个部

门只匆匆忙忙留下一句话来应对时，在笔者看
来，不是公众的神经太敏感，而是有关部门在

“搪塞”，甚至可以用戏弄民众来形容之。正因
为如此，粗线条“三公”账本不是一个与经验相
关的话题，而是一个是否诚意、是否真正落实公
开的问题。并且，谈不上是“一个好的开头”，因
为你能说清楚“好”在哪里吗？难道要说其“好”
在对民众的忽悠和对公开的遮蔽吗？

如果认为粗线条“三公”账本是一个“好的开
头”，在笔者看来，不啻于是对公众智商的侮辱。
现实中，我们对“民意已经过河，有些政府部门还
在装着摸石头”之类的现象深有感触，隐藏其中
的公众讽刺和无奈明显可见，而想当然地认为粗
线条“三公”账本是一个“好的开头”，在笔者看
来，同样是掉进了“民意已经过河，有些政府部门

还在装着摸石头”的陷阱。道理很简单：民意要
求的是公开透明而不是仅仅具有形式而无实质
内容的所谓“粗线条‘三公’账本”。

媒体曾报道，德国前央行行长威尔特克带
着老婆孩子在柏林超豪华酒店阿龙住宿4天，
花销7661欧元。此事经媒体披露后轰动全德
国，威尔特克不得不离开年薪35万欧元的德国
央行行长之职。但反过来可以设想一下：如果
仅仅是“粗线条‘三公’账本”，能发现“住宿4
天，花销7661欧元”的细节吗？

公共选择理论表明，官僚们倾向于通过简
化财政信息来掩盖低效的行政行为。如果不公
开财政预算的内容和细节，人们就会对大量的
浪费一无所知。因此，隐藏在“粗线条‘三公’账
本”背后的权力逻辑，应引起人们高度重视。

粗线条“三公”账本“好”在哪里
□朱四倍（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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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赔偿，让求偿路更平坦
公权力机构庞大、职责广泛，难免有疏

失错漏，对无辜公民造成伤害。由公权力造
成的伤害，一经确认，当由国家赔偿予以弥
补。然而，现实中，常常是邻居摘了自家的
枣，立马会“寻他说理”；而抓错人、断错案，
却鲜有人具备向“公家”要说法的“秋菊之
勇”。观念影响之外，也折射出争取国家赔
偿的程序之多、门槛之高、难度之大。国家
赔偿，本身强调的就是国家责任、人权保
障。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同时，限制公权力
的滥用，不仅关系到个体在遭遇权力侵害时
的救济，更关乎公权力的形象与公信。正是
在这一点上，国家赔偿制度的变化，铭刻下
权力与权利关系的一次次调整，记录下公民
权利的日渐彰显，更反映出中国法制建设的
不断进步。 ——《人民日报》

加快市场化改革根除银
行乱收费

近年来，银行的各项收费激增一直备受
争议，近日部分银行停办存折或对存折收取小
额账户管理费，再度引发公众对银行“乱收费”
问题的强烈关注。银监会、人民银行、发改委
于10日晚间共同发布了《商业银行服务价格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要求商业银行严格执
行明码标价制度。然而，该意见稿一经发布即
被指“避重就轻”，其对银行收费“提前报告”和

“明码标价”的要求，反而在法律上为银行的高
收费甚至“乱收费”的合法化留下缺口。银行

“乱收费”的根源，正在于其垄断地位。欲根除
“乱收费”之源，必须加快银行业的市场化改
革，开放银行业的市场准入，进一步提升商业
的竞争程度。 ——《南方都市报》

公交超载标准，别再抱老
皇历了

校车事件让国人纠结，公交车也不能让
人省心。昨日有媒体报道，在公交出行总量
快速增长的同时，济南市民却纷纷反映公交
车的拥挤不堪忍受，并对“每平方米允许站
立8人”的老皇历提出质疑，这是多年前制定
的公交车超载标准，太不切合实际。面对公
众质疑，相关部门貌似还很有“理”，这是“国
家标准”啊。咋不想想这沿用的是1987年的

“国标”，改革开放30多年了，人都比过去胖
了好几圈？咋不说“与国际接轨”的豪言壮
语了，这不关你的“政绩”？要知道，公交超
载不仅仅是乘客乘坐不舒适的问题，还会增
加驾驶员操控的难度，很容易造成安全事
故。“公交优先”，是各大城市都在喊的口号，
切莫成为一句空话。 ——《钱江晚报》

治“公款出游”，须纳入法
治轨道

2月10日，河南省制止公款出国(境)旅
游专项工作总结电视电话会上传出消息，今
后对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将实行常态化
管理，使用因公出国(境)中介机构，要进行公
开招标。河南省纪委副书记李建社说，巧立
名目公款出游，不仅耗费大量财政资金，更
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今后省辖市市委
书记出访，需先书面向省委书记请假”。公
款出国(境)旅游之所以积重难返，一个重要
原因就在于，我们只是通过加强行政化的管
制，通过“运动式执法”来对公款出国(境)旅
游治标，而很少通过建章立制，通过法治化、
民主化来从根本上治理。如此一来，公款出
国(境)旅游的治理几乎每过几年又会重头再
来。 ——《法制日报》

湖南株洲原房产局硕士女
处长尹春燕因受贿被判有期徒
刑8年。在“双规”期间，尹春燕
写下了3300多字的悔过书，并
在悔过书的开头还引用了19世

纪德国大哲学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结论”
起首的那句名言：“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时常
反复地思索，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远新鲜和不
断增长的赞叹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
的道德法律。” （参见2月13日《广州日报》）

大概连尹春燕自己也没想到，她的这份悔
过书居然创下一个“纪录”，报道中参与调查的
一位株洲市纪委工作人员称：“尹春燕的悔过书
是我见过的处级干部中文采最好的。”

说起来，其实很平常。现在不仅提倡官员
年轻化，更提倡知识化。一个硕士读过一点康
德，知道这句名言，在写悔过书时突然想起，又

引用了，没什么可稀罕的。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对这句名言是如此“谨

记在心”，一次次接受别人的贿赂时怎么就把这
“心中的道德法律”给忘了呢？可见，在金钱物
质引诱下，“年轻化”也好，“知识化”也罢，甚至
包括牢记哲学家的名言，都靠不住。

另外，只要想一想，多少还会觉得这事有点
奇怪：比如说，中国的一个官员，写悔过书时为
何竟想到的是一位德国哲学家的名言呢？我这
里并非反对中国人读康德，更没有中国人就不
能用康德那些道德文字来自律的意思，而是想，
在我们这个国家，一个官员只要真心想做一个
好官，什么名言都没读过，照样可以做到。而如
果不是下决心做好官，或者经不起一点利诱，就
是读了“一箩筐”名言，怕也不起多大作用。

众所周知，不论在做人还是做官上，本土的
“名言”多得是，比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比

如“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比如“我们都是人
民的勤务员”，总之，一个官员，只要时时想到自
己是“为人民服务”的，想到自己只是“人民公
仆”，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还会收受贿赂、还敢收
受贿赂吗？可见，我们有些官员在看待自己的
身份、看待自己的权力上是很不正常的。

这样一说，又引出一个话题，看来凡是依靠
标语口号式的说教，依靠像康德这种名言熏陶，
甚至再加上各种“培训班”之类，往往都未必能
起多大作用。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别的，是如
何使官员真正认识到手中的权力应该为谁所
用，然后如何对这些权力实行有效监督。

应该说，这名女贪官在悔过书的开头引用
康德名言绝非为了得到“文采最好”的“称赞”，
只能说这是她的“知识结构”使然以及人性的自
然流露，而这些东西并不能帮她做一个好官，这
是每一个官员以及组织部门都应该认识到的。

女贪官悔过书“引”出的话题
□晚报评论员 闵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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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金不昧可获奖励是个好思路
目前，在广州，拾金不昧或将有实质奖励！

正向社会征求意见的《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
定》提出：对无主的拾获财物，在拍卖后将拍卖
款的10%奖励给拾遗者；对有主失物，失主领
回时，可自愿按遗失物价值10%的金额奖励拾
金不昧者。 （2月12日《羊城晚报》）

拾金不昧历来都是我们提倡的传统美德。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人们的思想观
念也在发生着一定的变化，拾到别人的东西想
方设法归还失主，这是最起码应具备的素质。
可是如果在寻找失主的过程中，拾物人还需要
花费一定的精力和时间，甚至还要自己花钱。
那么这样的事，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变化，
可能越来越没有人愿意去做了。为此，有人提

出能否给拾金不昧的人一些报酬呢？这不能不
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笔者认为，拾金不昧可获失物价值10%奖
励应当支持。首先，社会应鼓励拾遗者。拾遗
者将拾获物品交给招领机构，这样失主丢失的
东西才能有处可寻。而且，给拾遗者一定比例
的利益，让他们更有积极性，也会让更多的人主
动参与到其中来，共同维护这种拾金不昧的传
统美德。 田治江

领导工作动态不必如此公布
领导干部每天都在干什么，群众一般无从

知晓。但在江苏宿迁市泗洪县，大街上的电子
显示屏上每天都在公布各级领导的工作动态。
泗洪县委、县政府门前，一块巨大的电子显示屏

滚动着红字，交替出现县级领导班子成员当天
详细的工作动态。不时有路过的市民驻足观
看。 （2月13日《新闻晚报》）

公布领导工作动态接受群众监督，初衷是
好的，也很有必要。但问题是，有必要如此高调
地拿到大街上，利用电子显示屏滚动显示、大肆
宣传吗？

在笔者看来，公布领导工作动态，只要在相应
的机关单位门前挂一“小黑板”足矣。一方面，一
块“小黑板”足以把领导去向、工作状态等情况交
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样也不需要占用大街
上的电子显示屏，从而让宝贵的“公共资源”发挥
其应有效应；另一方面，这更方便、更有利于老百
姓行使监督权。老百姓来办事了，自然要对照“小
黑板”看看领导的工作动态是否符合实际……

舍近而求远，把领导工作动态“晒”到大街
上，表面上看很有魄力，可实际效果却让人怀
疑。一方面，你公布出来的领导动态，并非与每
个老百姓都息息相关，老百姓“驻足观看”不过
是一时好奇而已；另一方面，公布出来的领导工
作动态可信吗？如果真心为民，真心愿意接受
群众监督，何须如此高调？ 张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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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石家庄女网友们在高速公路上发
布了四块巨大的路牌“反色情”广告，呼吁人们
“不要出轨情人节，让爱回家”。2月12日，500
多块公交车站站牌广告又陆续出现在石家庄街
头。其中部分广告语为“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
先”，“贞操是女孩最好的嫁妆”等。

“反色情”广告，算得上是“公益广告”，也可以
认为是给情人节“量身定制”，属于家庭美德与社会
美德的范畴。虽然其内容可能有“不合时宜”的敏
感词汇，但其出发点是为了“净化”情人节，倡导修
身养性，维护爱情尊严，维护和谐家庭。家庭是社
会的细胞，家庭和睦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婚姻的破
裂成因很多，但第三者的插足是最厉害的“杀手”。

情人节起源于古罗马，是为了纪念一位名

叫瓦伦丁的基督殉难者与关押他所在监狱的
典狱长的盲眼女儿之间纯真而凄美的爱情而
设的。因此说，情人节的永恒主题应该是纯洁
的爱情。然而，情人节的概念与内涵都在“与
时俱进”。情人节在一些人的眼里已异化为与

“新欢”幽会的节日，讨“情人”欢心的吉日，这
让纯洁的爱情、美满的家庭情何以堪。

婚姻信任危机主要缘于夫妻感情危机，有多
少“爱情”已被“二奶”抢走？有多少感情已与“小
三”建立？有人提出，婚姻的破裂并不都是什么坏
事，好聚好散，婚姻不是枷锁。但是，婚姻的破裂
绝不是什么好事，尤其是玷污神圣爱情的“被分
手”，对另一方及整个家庭的伤害是“致命的”，并
且，有多少违法犯罪行为在婚姻破裂的同时发生，

女性犯罪中相当多的与婚姻情感危机相关。
情人观是爱情观、家庭观的“浓缩”，看起来

属于人的隐私，只是生活的小节，但是，任何观
念的形成都有原因。情人观的变化非一朝一
夕，它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左右，并受社会道德观
的“摆布”。是小环境与大气势的关系，是微观
与宏观的关系，甚至还是因果关系。我们反思
情人观“出轨”，更要反思价值观、道德观的“沉
沦”。“反色情”广告或为治标，治本之策或为重
构社会价值观、道德观等。

让爱回家，“不看广告看疗效”。单纯的道
德标杆或乏力，要打通道德与法治的“隧道”，让
家庭道德、社会美德以及社会法制等共同成为
爱情婚姻的“绿色通道”。

热点话题

让爱回家，“不看广告看疗效”
□王旭东（安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