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能放任“三龄两历
一身份”造假

□陈豫川（河南）

6 月初，山西河津住建局局长薛新民被免
职。此前，薛新民被曝为了入党、升迁，先后 4
次填报不同出生日期，最大的 1960年，最小的
1969年，经核查后认定，他的出生日期为 1967
年。据查，早在 2010年，薛新民因学历造假问
题，曾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一年多后获
得任命。 （7月16日《新京报》）

为什么要在“三龄两历一身份”上造假？
因为造假给个人带来实惠。比如受到重用的
实惠、享受待遇的实惠、升职晋级的实惠
等。这自然会引起一些人想走捷径，不惜弄
虚作假来提升自身价值，以捞取不该有的好
处。

一些官员在“三龄两历一身份”方面造假，
恐怕是上上下下都很清楚的问题，却没有引起
足够重视，甚至得到了默许。典型的如有的享
受离休待遇的官员，推算参加工作时的年龄不
足10岁，可是却很少被细查细究。失于监管是
官员“三龄两历一身份”作假的组织原因。

有人说官员经历作假是铤而走险，其实何
险之有？2010年，薛新民担任河津市僧楼镇党
委书记期间因个人简历造假，仅仅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今年2月薛新民又被任命为河津
市住建局局长。轻罚若纵，这是薛新民一而再
再而三造假的根源所在。这样的处理，简直是
在诱惑官员造假。

仔细分析，官员简历造假，是已养成造假
习惯造成的，一些官员说话办事、汇报表态，无
不充斥着作假。造假，可以说已经成为某些官
员的“基本素质”。这样的毛病，如果在陈述个
人简历上丝毫没有表现，反倒不正常。

对官员造假的容忍，无疑就是对骗子的容
忍。这一方面势必会影响官员的社会形象，另
一方面也会在全社会造成造假示范效应。对
造假的官员就算不追究刑罚，如能发现后就开
除公职，造假的人恐怕也会大大减少。

温州市纪委近日下发《落实公务接待“三
严四禁”规定实施细则》，除了规定“野生黄鱼、
鲍鱼、鱼翅、辽参，以及茅台、五粮液等，均不得
上桌”，还规定在“市域范围”内的工作餐“每人
每餐不超过 60 元”。这样的规定应该获得喝
彩，但恰恰引发了争议，因为接待上级不受此
规定限制，公务宴请也有另外的一套标准。

（7月17日《新京报》）
可以想象，这样在接待上的“内外有别”让

希望根治“舌尖上的腐败”的公众很有些失
望。但如果着眼于中国目前的现实，其实应该
对于温州的努力报以理解。毕竟，根治“舌尖
上的腐败”不可能指望温州一地的突进，而需
整个大环境的配合。

一定程度上说，温州的“内外有别”有些讨巧，

或者说他们充分考虑到了当前的大环境。站在温
州的位置上设想一下，如果你温州的政府人员去
外地，人家用鲍鱼、鱼翅来招待，而人家到了你温
州的地面上，你却用60元标准应对，这样会给人家
何种感觉？如若这些迎来送往的接待涉及投资和
项目，你是否会担心由于60元标准而使之泡汤？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舌尖上的腐败”已
经人神共愤，几乎没有人否认根治的合理性、必要
性、正义性与紧迫性。但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
一回事，理想落脚到现实并且真正地成为现实，更
是另外的一回事。想要外地的政府人员到了温州
能与温州本地官员享受同样的60元标准，就属于
这种理想与现实存在巨大差距的另外一回事。

因此，与其强求温州外地人和本地人一视
同仁，不如更多关注温州纪委下发细则的可操

作性。从媒体所报道的内容来看，对于温州纪
委下发的这份《落实公务接待“三严四禁”规定
实施细则》，有人认为操作性强，也有人认为形
式大于内容，是在作秀。这其实已经从本质上
反映了细则所面临的挑战：就算是在“市域范
围”内，温州就真的能根治“舌尖上的腐败”？

操作性强不是说说就完事的，需要在现实
中验证其操作性；是否作秀也不是口头就能判
断出来，仍然需要在现实中去检验。温州的这
份细则目前尚未对外正式公布，如何保证细则
切实实施尚难判断。按照一般理解，应该不外
乎内部以及外部监督。内部监督没什么可说
的，内部监督要想真正执行，动力和压力依然
来自外部监督。因此，如何使外部监督具有现
实可操作性，是细则能否落实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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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河南日报记者 郎志慧 宋华茹

“战略抉择辟大道，风雨兼程砥砺行。”7月17
日，新九论第三篇《破解难题的战略抉择》刊发
后，激起各界强烈关注、广泛热议。

省发改委主任张维宁说：“文章的字里行
间，闪耀着实事求是的光辉。它详尽、生动地展
现了河南面对发展的时代拷问做出战略抉择的
前前后后。当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比
较好的趋势、态势和气势，省九次党代会着眼长
远，直面难题，剖析症结，果断决策，选定了以新
型城镇化为引领的‘两不三新’三化协调发展之
路，顺应了亿万中原人民的期盼，旨归于他们的
千秋福祉。这个抉择的过程是科学发展观在河
南的生动实践。”

省政协常委、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主任毕福海说：“人口多，农民多，村庄多，负担

多，要破解的难题多，这就是现实的河南；资源
少，积累少，财力少，收入少，发展中的矛盾不
少，这就是亟待突破瓶颈的中原。解难题，破
瓶颈，必须开启新思维，寻找新办法。”

“能否正确认识难题，反映了领导干部的
思想状态和精神境界。”林州市委书记郑中华
深有感触，“了解了我省的战略抉择，广大基层
党员干部对发展难题的认识更加清醒忧患，对
走好‘两不三新’道路更加坚定。林州将按照

‘两不三新’的要求，着力资源贫瘠、区位不优
的难题，奋力实现‘由交通末梢到三省通衢、省
际边缘到中原门户、封闭自强到开放包容’三
大转变，以精神伟力描绘三省交界区域中心城
市蓝图，不断赋予红旗渠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尉氏县委书记范付中说：“破解难题的战略
抉择，不仅指出了河南发展中的症结，而且指明
了河南发展的方向，发人深省、催人奋进。尉氏

农村人口占了近7成，资源匮乏，既有‘老四难’的
困扰、又有‘新四难’的羁绊。走好以新型城镇化
为引领的‘三化’协调发展的路子，我们要做好人
口集中、产业集聚、土地集约‘三篇文章’。”

“破难必转，转中破难”。三门峡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渑池县委书记薛蒙林对此体会
颇深：“过去，渑池依靠资源优势发展工业，甩
掉了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资源锐减、生态破
坏也随之到来。如果沿着这条老路走下去，资
源必将枯竭，发展将会停滞。怎么办？就要从
狭隘的政绩观中解放出来，从守成求稳的心态
中解放出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走‘两不三新’三化协调科学发展之路，
河南具备天时、地利、人和。这条路,一定能成
为亿万中原儿女的激情创造之路、中原崛起河
南振兴的光明之路。”济源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刘庆芳满怀信心地说。

新九论第三篇 清醒冷静直面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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