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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副职多推给“大
部制改革”

□梁三（河南）

一个单位、一个部门，
“一把手”当然只有一个，但
应该有多少副职，不仅法律
条文上没有，也没听说哪个
红头黑头文件上有这种规

定。可也正是因为没有规定，现在有些地方
有些单位，副职竟然多到要令“舆论哗然”的
程度。我们知道，不管什么事，一令“舆论哗
然”，不仅不是好事，也该收场了。

中国人多，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国家
人多，单位人也多。而一般来说，水往低处
流，人往高处走，大家都想“积极进步”，而升
职，最能体现一个人的“进步”，这样一来，说
得通俗一点，不少人就把眼光盯在“做官”上，
也就是想“做官”的多了起来。日前，就有网
友直斥广东佛山市高明区“副局长扎堆”现
象：“高明区一个局有10 多个副局长！高明
的经济总量只相当于顺德一个大镇，要这么
多官干吗？”经网友这么一说，“一石激起千层
浪”，报道中说“引起舆论哗然”。（3月20日
《南方日报》）

你叫舆论如何不“哗然”。还是这个区：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20个；区市场安全监督
局：14个；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14个；
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13个，区委宣传部文体
旅游局：9 个；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8
个；区经济促进局：7个……

“舆论哗然”后，佛山市机构编制委员会
办公室负责人表示，网友反映的情况确实存
在，但属于大部制改革过渡时期的做法，需要
通过深化政府职能转变和组织人事制度等配
套改革逐渐优化。

真是大部制改革“惹的祸”吗？接着读报
道中的“现象分析”，我们明白了，说一千道一
万，最要紧的还是官员“只能上不能下”。只要
做了官，当上领导干部，不犯大的错误，就再也

“下”不去了。如此一来，同级单位一合并，一
些官员就要弄个副职干干。说不定，你去问问
有些做副职的，他还觉得挺委屈呢。唉！

3月19日，由广东省
委常委会差额票决产生
的8名正厅职干部暨省委
委员提名人选正式公
示。这是广东首次采用
组织提名、全委会民主推
荐、常委会差额票决的方

法产生省委委员提名人选。
（3月20日《中国青年报》）

“从‘常委会差额票决’入手，给广东选人
用人制度带来了改革与创新。”广东省委组织
部相关负责人的这一说法，并非溢美之词。

广东“常委会差额票决”，两个亮点值得关
注。其一是差额。这些年来，随着“公推公选”
等选人用人制度的实施，一批官员通过阳光透

明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走上新的舞台，开启
了民主政治的新风。投票并不少见，少见的是
差额，过去的选举投票多是等额；即使有一些
差额，一来差额的比例较小，二来差额者事先
安排，陪选的成分较重。没有竞争、没有选择
性的投票，很难满足民众期望。

其二则是票决。与以往推荐、提名、票决
有所不同的是，广东这次提拔8名正厅职干部，
书记、常委和委员都是一人一票。“一人一票”
有效降低了个人影响特别是一把手因素，真正
体现了集体的作用和民主的力量，从过去的

“领导用人”走向了“集体用人”。不仅有效避
免了用人腐败，而且保证了用人公平，有利于
把最合适最称职的人选出来。

不难看出，差额票决是有效的制度创新。

在现有条件下，这一制度创新具有较大的操作
空间和操作可能性，能够被广泛接受，能够在
实现用人公正和打破用人腐败之间找到平
衡。正厅级干部都可以拿来实行真正的“差额
票决”，民众有理由对此寄予厚望，并认为一般
的干部选拔更当推行这种选举方式。

最大的腐败是用人腐败，最大的公正是用
人公正。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革命革到
自己头上对政府是个考验”，选人用人是最大的
考验。“差额票决”，一定意义上有着“革自己头”
的意思，体现了改革的决心和勇气。此前，江苏
省差额选举了省委常委，再联想到其他一些地
方推进的制度创新，民众对改革的信心和对未
来的期望，正是通过一点一滴的制度创新，特别
是看到其中的决心和勇气而逐步增进的。

差额票决是有效的制度创新
□毛建国（江苏）

读者来信

近期一直在铆着劲囤油的
贸易商们终于等来了利好兑现
的时刻。国家发改委19日宣
布，从3月20日零时起上调国
内成品油价，汽、柴油价格每吨
均提高 600 元 (人民币，下

同)。这意味着，中国成品油价格将再创历史新
高。经此调整，全国平均90号汽油和0号柴油
每升将分别提高0.44元和0.51元，宣告成品油
价全面进入“8元时代”。

(3月19日中国新闻网)
在事实上已经“迟滞”了若干天的油价上

涨，终于没有“摁”住涨价的“牛头”，不排除有
一定的必然性。但细心的公众稍稍分析一下
便可以得出一个有规律的结论，那就是近年
来只要是国际油价有“风吹草动”，国内油价
就必然跟风，基本没有出现过国际油价上调

而国内油价“按兵不动”的情形。从市场规律
及成本分析，有一定的必要性也符合商品交
易原则，但国内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成品
油市场之一，却总是在国际油价“咳嗽”时，我
们就要“打喷嚏”，这似乎也不是一件美妙的
事情。国际油价一涨，国内只能“被迫”跟风，
这本质就是事实上在价格上“逆来顺受”式的

“受制于人”。
当然，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能源需求的

日益旺盛，石油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2000年，
成品油表观消费量为 1.1 亿吨左右，2011 年达
到 2.43 亿吨，年均增长 7.5%，石油对外依存度
由 2000 年的 30%已上升至 2011 年的 56%。而
炼油成本上多年来持续亏损，仅2011年前8个
月就亏损600多亿元。如果不跟风涨，让垄断
油企内部“消化”显得并不现实。

然而，作为一个日益发展中的大国，在

一个日益紧迫的能源需求之下，如果长期持
续这样“看国际油价”脸色，绝不是一件好
事。轻者，利益受损、便宜国际油料经营商，
重 者 在 能 源 战 略 和 国 家 利 益 上 受 人“ 摆
布”。再深一层说，如果这样一个不利局面
继续迟延下去，直接影响国内物价、民生、
CPI 等，最终会影响到改革和发展大局。所
以说，这种“受国际牵制”的油价调整局面亟
待从根本上改观。

值得欣慰的是，国内垄断油企已意识到这
一问题，近年来“走出去”的步伐日益加快，和
国外产油大国合作开发、合资开发以及“买断”
经营开发方式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此外，还
应从缩减能源开发成本入手。我国能源浪费
现象严重，数据显示“在日本炼5吨钢消耗的能
源在中国只能炼1吨钢”，可见在节能方面我们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油价上涨，我们应如何面对
□毕晓哲（石家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