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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之道

“真正把人民群众当主人”
□晚报评论员 闵良臣

《南方日报》
平抑物价要从不合理

格局入手
进入3月份，以蔬菜为代表的食品

价格“涨声四起”。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显示，3月份以来，50 个城市主要食品
平均价格连续两个 10 日环比上涨，其
中蔬菜品类涨幅最大，而坊间热议的

“向钱葱”并不是个例。从前几年的
经验看，大葱、绿豆、大蒜、生姜等虽
然对 CPI 的直接影响有限，但价格突
然走高有可能是物价反弹的信号。
自从 2010 年到今年 2 月，CPI 首次回
落到 4%以内，这说明政府目前控制
物价水平保持理性，价格处于相对可
控的状态。但这依然不能排除油价
上调可能对于整体 CPI 的推动作用，
尤其在物流行业本已弊端丛生、生存
压力巨大的今天。除了要从物流行
业内部的规则化、法治化入手解决问
题，更要从根本上解脱对于各个环节的
一系列压力。

《光明日报》
促进消费，涨工资不

如涨福利
谈及促进消费，需要指出的一点

是，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发生转
变。10年前就有学者指出，我国正逐渐
告别生活必需品消费时代，进入耐用
品消费时代。就是说，生活必需品的
匮乏状态式微，耐用消费品(汽车、旅
游、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成为日
常消费的主要内容。我国城镇居民消
费的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直接反映
了这一变化。与生活必需品不同，耐
用品价格昂贵，人们购买时仅凭当下
的收入是不够的，必须要动用储蓄甚
至是未来的收入——贷款。因此，如
果没有一系列的制度保障，人们很难
放心购买耐用消费品。不难看出，在
消费结构发生质变的今天，拉动消费
的关键并不是涨工资，而是提高社会
福利水平。

题目上这半句话，是广
东省委书记汪洋说的。

几年前就有一地方官员对
媒体说：天下之大，民生最大。

而由这民生再延伸开
来，可以说，天下之大，人民

群众最大。再大的官员，论起理来，也大不过人
民群众，也是人民群众的公仆。有人可能对我这
种说法不以为然，认为我说的这些都是“虚”的，这
恰好说明我们有些官员做得不够，或者说没有摆
正自己的位置，给原本是“主人”的人民群众留下
了不好的印象。

但我们毕竟还有很多官员有清醒的认
识。在为期3天半的广东省市县党政主要领导
集中培训班举行集中交流会上，省委书记汪洋

就在讲话中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的执政理念，永远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并要求
我们的官员，不仅要对上负责。同样要对下负
责，“在思想和感情深处真正把人民群众当主
人，拜人民群众为师，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
人民。在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时充分尊重
广大人民的意愿，更加自觉地依法行政、依法
办事。”（3月27日《广州日报》）

毋庸讳言，由于人性及社会的复杂性，尤其
是在我们选拔干部制度尚待完善的今天，现实
中，我们不时会看到有些官员在人民群众面前
高高在上，觉得不是他为人民群众服务，而是人
民群众应该为他服务。这种人实在不适宜做
官，也更不应该做官。即使“阴使阳差”，这种人
做上了官，也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把人民群众当主人，说着容易做起来难。
笃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当然不对，但要求
一个人“大公无私”，甚至“毫无自私自利之
心”，也不现实。官员也是人，同样也会讲利
益，而很多官员也正是在“利益”面前“倒下”
的。从这点来说，说到底，只有把人民群众的
利益看得高于自己的利益，在人民群众面前真
正能放下身段，不摆架子，从内心认可自己是
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这种人才会真正把人民群
众当做他的“主人”。

当然，要想官员把人民群众当主人，不仅
不能依靠高官在讲话中要求，也不能一味依靠
官员们的自觉性，还是要靠制度。制度上人民
群众是主人，并且保证得到有效落实，即使有
官员想不把人民群众当主人也不行。

据《法制日报》3月27日报道，湖南郴州各
大医院拒血铅检测——两年前，在血铅超标
事件被媒体集中曝光后，湖南省郴州市有关
方面曾要求全力防治。然而，自那之后，郴州
市民却开始遭遇难以在本地医院进行血铅检
测的尴尬。对此，郴州当地市民纷纷提出了
质疑和不满，认为此举是一种典型的掩耳盗
铃，是对当地某些污染现状的纵容和袒护。

血铅，一个并不高深、尖端的检测项目，可
郴州市里竟然找不到一家医院可以做血铅检
测。在这一不可思议的现实面前，人们很容
易联想到，郴州一直被誉为“中国有色金属之
乡”；在这一匪夷所思的现实背后，人们也很
容易会产生猜想，认为当地医院不约而同做
不了血铅检测绝不可能是简单的巧合。

两年前，血铅超标事件被媒体集中曝光
后，郴州市委、市政府曾召开专题会议，要求
尽快做好防治工作，并迅速在全市范围内全
面清理冶炼企业，关停全部不符合环保生产
条件的冶炼企业。可是，和当地民众切身利
益极为相关的血铅水平，却在事实上成为“测
不了”的“秘密”。那么，“做好防治工作”岂不
成了看不透的“工程”？专题会议的精神为何
被打折扣，被什么人打了折扣，打了多少折
扣？这些谜团有待一一解开。

笔者注意到，在新闻报道中，多次出现了“掩
耳盗铃”这个词。不能不说，成语中那个盗钟者，

其行为小儿科得毫无技术含量可言。但现实世界
则复杂得多，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诸多医院的血
铅检测集体哑火，这不是一个小毛贼的能力所能
做到的。然而，所有的掩耳盗铃之举，终归有其先
天不足——你掩得了自己的耳朵，掩不了天下人
的耳朵，更塞不住世间悠悠众口。

不顾生态的利益，是一时的；生态被破坏
后的创伤，是长久的。血铅超标，关系到当事
人的一生，甚至关系到几代人的健康，乃至关
系到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未来。从这个角度
来讲，短视、漠视辖区民众的利益，正是不良
政治生态中的“血铅超标”，其危害不容小觑，
其需要付出的代价令人心惊。

测血铅不能“掩耳盗铃”
□李辉（广西）

监督“三公”
从监督公款烟酒开始

在国务院 3月 26日召开的第五次廉政
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明确要求，禁止用
公款购买香烟、高档酒和礼品，严格控制“三
公”经费，今年继续实行零增长；要深入推进
政务公开，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

如此明确地禁止用公款购买烟酒，似乎
是第一次。从这一要求，可以看出中央整饬
党风政风的决心。这是廉政制度建设的一
大步，而从当下烟酒消费的背景来看，迈出
这一步也确实是相当必要且急迫的。

众所周知，目前很多烟酒企业竞相推出
价格昂贵的产品，一瓶酒几千元，一盒烟上
百元，主要就是盯住了公款消费的需求。可
以说，用曾经的“一杯酒一瓶油，一顿饭一头
牛”，甚至都已不足以形容当前某些公务饭局
的奢侈。如此现象，不仅是浪费公款的问题，
同时还有着相当恶劣的社会效应，对政府形
象和权威有着相当大的损害。今年的全国两
会上，“领导们该喝什么酒”之所以成为一个
特别热门的话题，一些名酒企业的代表委员
之所以被媒体不舍追问，就在于这一问题的
严重性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

近年来，温总理曾不止一次强调，要深
入推进政务公开，“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
督政府”。现在看来，创造条件让群众可以
有效监督公款烟酒消费，或正是让人民群众
有效监督政府的一个很好的切口，同时也是
治理这一老大难问题的必需途径。 郭之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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