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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

《人民日报》
“重大工程”就能违法用地吗

随着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高潮的兴
起，违法用地现象给国土资源保护带来
的挑战愈加严峻。27日，国土资源部、交
通运输部、铁道部、水利部等6部委联手
会商建立国土资源执法监管共同责任机
制，以求破解重大项目违法违规用地顽
疾。事实上，土地管理并不缺乏制度约
束。到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已经出台了
10余部，还颁布实施了3次全国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纲要，建立了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实施了国家土地监察制度和地方行政首长
问责制。然而，一系列严格的土地管理制
度仍未从根本上遏制违法违规用地现象。
在一些领域，重大工程项目俨然成了违法
用地的“特区”，个中原因值得深究。

《广州日报》
权力认错咋这么难

从“该不该开枪打狼”，到“打的是狗
还是狼”，滕州市演绎了一台公共事件中
的“宫廷大戏”。地方部门说打的就是狼，
市民说打的是我家的狗，专家有的说是
狼，有的说是狗……一时间，媒体忙不迭
地普及哈士奇和狼区别的科普知识。但
知识是知识、真相是真相，滕州警方打死
的究竟是什么？滕州动物园里关的又是
什么？问题的背后，只能对应着一个答
案。无论真相是狼还是狗，肯定有人犯了
错误，所谓“知错即改、善莫大焉”，地方职
能部门又未必个个是研究狼群的动物专
家，就算认错了狼或狗，也谈不上多大的
错误。诡异的是相关部门的神秘：动物园
饲养“疑似白狼”的工作人员说，“现在上
面给的压力大，什么都不让说、不让问，所
以我也不方便问关于这只动物的情况，养
好它才是我的工作”；滕州警方及林业等
部门对外界的打探也是讳莫如深。

从网上信息可以看到，在佛山市，许多局
都拥有10余个局领导。佛山市编办的负责人
说，这是实行大部制改革“过渡时期的产物”。
2010年，佛山推行大部制改革，按现有的领导
编制数制订了新的编制方案，没有撤一名官
员。所以，“很多局的编制都超过省定方案的
数量”。佛山市禅城区委组织部行政机构编制
科何科长说，比如有19名副局长（含局务等）的
大局，广东省定的方案是“一正五副八局务”，
超出6位。 （３月29日《新京报》）

一个局有19名副局长，既是改革的结果，
也是改革的乱象。据悉，这样的改革设计是为
了减少改革阻力，使领导干部更容易接受改
革。顺德进行大部制改革时，也曾提出“不裁
撤一个人，不降一个官”。设置“局务委员”，局
领导都予以保留。佛山正是借鉴了此经验。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相比机构臃肿
的原有结构，佛山推行大部制改革应该也算是
一种进步。可是，改革的结果却出现了一个局
有19名副局长，从而使改革的质量大打折扣。
而这种情形在推行普通职工的改革时，为什么
就没有出现？换而言之，对来自一些职工的

“阻力”就那么坚持，就那么不让步？
当年刚开始砸“三铁”时，官员在电视上情

绪激昂，态度坚决，为什么轮到了自己，却一定
要采取“领导干部更容易接受改革”的方法进
行？！这样的改革，不是真改革。

我们常说，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
勤务员。可是，面临改革的考验，干部却要照
顾情绪，“不裁撤一个人，不降一个官”，这如何
能说得通？

其实，人们对于干部体制改革，要求并不

高。如果遇到编制撤销，要求官员也下岗失业
的人不会太多。这些官员能够从领导岗位退
下来，生活上继续保留原待遇，大家还是能够
接受的。但是改来改去，结果还是“不裁撤一
个人，不降一个官”，几近不改，这样的“改革”
让人无法接受。

我们的社会改革还在进行之中。官员是
改革的组织推行者，理应做改革的表率。只能
接受待遇丝毫未损的改革，势必会影响改革的
进一步深化。

改革不能到干部止。只有敢于面对触及
自身利益的改革，才是改革的真正推行者、支
持者。许多普通职工在改革中都作出了巨大
牺牲，以实际行动支持国家改革发展。官员不
能只习惯改革别人，也要习惯改革自己，因为
官员不是改革的旁观者。

因火化及公墓收费高，前段时间互联网上
曾有不少网友发出“死不起”的呼声。这种情
形引起政府高度重视。近日，民政部社会事务
司负责人就这种公众关心的话题进行了解
读：民政部将坚持对基本殡葬服务实行政府
定价，保持公益性，并逐步建立从特殊困难群
众起步、减免殡葬基本费用的殡葬救助保障制
度。这样一来，“死不起”的情形或许会得到根
本改变。

可“死不起”的问题尚未解决，又出现了
“老不起”：浙江台州黄大伯 17 年前在当地办
了一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现在已到退休年
纪，然而，却被告知，每月退休金只能领到2元
钱，而这点钱，就眼下来说，连一根大葱都买
不到。 （3月28日《新京报》）

如此这般，谈何生存？谈何生活？可以想

像，这样一则黑色幽默式的新闻会让多少网友
哭笑不得——互联网上自然也免不了网友们
一片“老不起”的声音。

客观地说，这“不起”那“不起”，自然事出
有因。但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死不起”也
好，“老不起”也罢，都会给社会带来相当大的
负面影响，与建设和谐社会相悖。正如媒体采
访北京的一位白领所说，出现这种情形，让人
担心，只要不是公务员，人人都可能成为“黄大
伯”。所以说，这种“老不起”同“死不起”一样，
对和谐社会是严重的伤害。

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第一件要做的就是
让自己的国民“吃得饱，穿得暖”。不论是公务
员，还是一般人民群众，都必须保证他们最基
本的生存、生活条件。否则，何谈“生活得更幸
福、更有尊严”？从这点来说，我们应该有一个

基本的“国策”，不论城市还是农村，政府要保
证每一个国民有饭吃、有衣穿，并且一定要落
实到位。在这方面，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就拿
那里的官员是问。试想，如果百姓连基本的生
存、生活都得不到保证，还谈何社会稳定？又
谈何社会和谐？

在人民群众的生存、生活问题上，来不得
半点虚假。出现退休金不够买一根大葱这样
的新闻，不仅给当地政府官员敲响了警钟，对
各级政府也是一副“清醒剂”。这种近似黑色
幽默的新闻，表明我们还有多少关于民生问题
是政府管理的死角，还有多少民生工作没有受
到政府相关部门应有的重视，或者做得很不到
位。有些官员好像一直没弄明白，如果民生问
题解决得不好，别的工作做得再有成绩，也还
是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