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永忠专家的观点甫出，引起
极大反响，并赢得一片叫好声，有
人认为，“赦免部分退赃官员”可以
及时收回“腐败呆账”，减少腐败的
损失，同时可以让更多的腐败官员
投案自首，改恶从良。作为长期致
力于反腐等领域研究的反腐败专
家的李永忠这个建议的初衷是好
的。是针对时下“反腐难”的无奈
提出建设性的建议，目的是通过

“疏导”的办法，来减少“腐败存
量”，化解腐败的“顽强抗拒”，为国
家挽回更多的腐败损失，以换取

“支持政改”目的。
但是应该看到，这个建议初衷

虽好，但实际上不可行。赦免是指
免除或减轻罪犯的罪责或刑罚。
它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种刑法措
施。“赦免部分退赃官员”，会使神

圣的法律变成没有底线的“橡皮
泥”和“软柿子”。腐败犯罪，没有

“赦免”的法外开恩，必须依法惩
处，这是法律的底线，不可突破。
从眼前来看，“赦免部分退赃官员”
可能挽回一些“腐败呆账”的变现，
但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这是因小
失大的急功近利，让神圣的法律变
得心慈手软，反而加大了反腐败的
成本。

需要警醒的是，“赦免部分退
赃官员”的“优惠政策”就会引发

“腐败的念想”，腐败就会乘虚而
入，心存侥幸，抱有“赦免幻想”，使
他们变得胆大妄为，无疑是助长纵
容一些腐败官员的欲望。这种“金
钩钓鱼”式的“钓饵主义”，不仅乱
了法治的程序，而且会使腐败变本
加厉起来。

肃贪倡廉，惩治腐败，决不能
心慈手软。“三令五申”的典故告
诉我们一个道理：法严人思善。
不能“善待狐狸”，否则禁令就会
成为耳旁风，法律法规的高压线
就会被“变压”。断流需绝源，斩
草要除根。对腐败的心慈手软，
法律让渡于退赃，制度被贱卖，
赦免成了回收“腐败呆账”的变
现的政策买卖，那么法律就成了
儿戏。

反腐败没有曲径通幽的“速
成”路子和方法可走可用，是一项
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像种庄稼那
样去除草，如同割韭菜那样看待，
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麻痹，反腐败
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赦免部分
退赃官员”的“腐败回收”于事无
补，应当缓行。

“赦免部分退赃
官员”是否可行

□左崇年（合肥）

热点话题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
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日前对话媒
体时说：如果我们用“绝不赦免”
的方法，可以推算，“腐败呆账”只
会越来越多，存量会越来越大，抵
抗也会越来越顽强。李永忠表
示，官员财产公示应实行“有条件
的部分赦免”，即腐败分子将收受
的全部贿赂匿名清退了，并且在
案发后，经查实退回的赃款与实
际情况完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

（12月17日《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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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晚报
尊重民意，慎用民意

没有大多数群众理解和接受，就
不会有京沈铁路的实施推进。而如果
有一天，京沈铁路实施推进了，从道理
上讲，可以肯定已为大多数群众理解
和接受。但问题是，如何向社会证明
这个“大多数”不是“被代表”的，那么，
民意必须有个量化标准，比如，涉及区
域有多少群众，走访了多少人，这些人
中赞同者有多少，反对者有多少，不发
表意见者又有多少等，并在一定范围
公开这些民意采集数据，让群众核对，
以确保民意的真实性。尊重民意，也
要慎用民意。很多时候，我们所强调
的尊重民意，指的是大部分的意愿，而
这种民意往往会成为侵犯少数人权益
的一个借口。

广州日报
“召开座谈会”距离

敛财有多远
近日，云南省宜良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要成立稽查大队，众多的药
品商都被邀请参加座谈会，同时还要
送上数千元不等的“礼金”。很多药
品商感觉被欺骗了，纷纷质疑药监局
收礼金是否合理。宜良县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局长承认收取过礼金，具
体数额还不清楚，但属于商家“自
愿”。一位药品经销商无奈地感叹：

“我们从来没见过通过这种手段来要
钱的，开座谈会是假的，收钱才是真
的。”商家的抱怨，又何尝不是摆在有
关部门面前情真意切的“检举信”
呢？执法部门如此这般不择手段借
机敛财，也必然会严重败坏当地政府
以及执法部门的形象，让相关部门的
公信力大打折扣。

长江日报
贪官“边腐边升”损

害制度权威
近日，第二届中国廉政制度创新

学术研讨会在羊城召开。香港教育学
院社会科学系博士生刘九龙向研讨会
提交了《中国内地落马官员带“病”提
拔现象研究》的论文，全面分析了内地
2002年至今年11月15日落马的43名
省部级官员带“病”提拔、“边腐边升”
的现象，发现其中多从地厅级开始有
腐败行为。刘博士用数据分析得出结
论：多数带“病”提拔的干部，基本都是
在原有职级上进步一到两级，直至成
为副省级干部以后，才在任上被中央
发现有腐败行为。其实，带“病”提拔、

“边腐边升”不是一个新问题，也不是
为省部级贪官所独擅。贪官“边腐边
升”损害了制度的权威。

京华时报
今晚，给孩子一个紧

紧的拥抱
人类的悲悯是一样的：无论在战

时或和平年代，无论美国或者其他任
何国家，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精神和生
理状态，无论出于什么样的政治或社
会动机，甚或没有动机，孩子都不应该
是承受成人暴力的对象。承受心理创
伤的夜晚，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度过，是
否会惊醒？今后一段时期，这些孩子
需要许多安慰，让他们恢复平静，逐渐
减少噩梦。不想再看到校园里的血
迹。是什么让凶手采取如此手段？如
何保障一个校区的安全？怎样不再让
这样的悲剧发生？如何让我们的孩
子，从小学会爱别的孩子，长大之后，
不去伤害别的孩子？这些问题，永远
没有最好的答案。但是，至少我们可
以做一件事：给我们的孩子，一个紧紧
的拥抱。

一个建筑居然受不了潮湿，这样
的解释让人感觉到可笑。风雨是正
常的天气，一个建筑建成后，经受风
雨是正常的考验，怎么能经受不住
呢？建筑又不是纸做的。所以，说建
筑因潮湿倒塌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这座建筑建于上世纪80年代
末90年代初，不过离现在20多年，
我们即使很多古代建筑，也毅然地
挺立在那里，没有被潮湿把住宅楼
弄倒塌，现在科技发达了，技术进

步了，怎么连古代的房子都不如
呀？实在让人想不通。

根据《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规
定，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
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
50~100 年。住宅使用年限是 70
年。那么这样的6层民房，在没有什
么特殊情况下，就应该保证使用年限
70年。像这样的风雨并不是什么特
殊天气，即使潮湿会使墙体风化严
重，但也应该在预料之中，从而采取

措施预防，为什么不这么做呢？风雨
天气又不是上世纪90年代才有的。

有关部门的理由是，“按照当
时规范，底层承重砌体结构不设防
潮层”，那么我们不得不问，这样的
规范谁制定的。如果这样的设计成
为规范，导致建筑受不了潮湿，那么
会有多少建筑会如此弱不经潮，这
样的建筑寿命不就是20多年吗？到
了20多年，这些建筑都不能使用
了？这样的规范究竟是全国规范，
还是地方规范？如果全国规范，那
么多少类似建筑会有这样的危险？
如果是地方规范，那么这个地方的
类似建筑都有这样的命运。因为规
范有问题导致建筑寿命达不到要
求，这会造成多大的损失。所以，如
果因规范问题导致建筑质量问题，
那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它可能使无
数的建筑都有类似的问题。

所以，有关部门说潮湿把住宅
楼弄倒塌，只是在为有关部门开脱
责任，这样的玩笑解释开得有点
大，我们对这样的解释绝不能当
真，而是应该好好查一查有关部门
和人员在这件事件中有没有责任。

“请勿使用不文明语言挑逗鹩
哥！”武汉市九峰森林动物园鸟语
林无奈地贴出这样的提示语。这
里有4只鹩哥，看到游客来便说
“你好”，被逗乐了就说“恭喜发
财”。然而前不久游客在逗其玩
时，一只鹩哥竟说：“去你妈的！”饲
养员当即傻了眼，“鹩哥的记忆力
很好，估计是游客教坏了鸟儿”。
为防止鹩哥们相互学习脏话，他们
只好对骂人鹩哥关禁闭，让它听文
明用语磁带，听到说脏话时就暂停
喂食以示惩罚。（12月16日《新民
晚报》）

会说话的鸟儿学会了骂人，
而且还会和人对骂，我们在啼笑
皆非之余，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
题：到底是谁在自觉不自觉中充
当了鹩哥的老师？多年力推的

“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其中尤
以“语言美”最为简便易行，然而
现实中却效果最不理想，国骂泛
滥不绝，我们的社会话语系统到
底出了哪些问题？

那些教鹩哥骂人并以此为乐
的穷极无聊者，于无意中暴露了人
性的龌龊。实际上，作为一种会说
话的鸟儿，鹩哥能说上几个发音简

单的词组，与其特殊的发音器官和
动物天性有关，它并不懂得这些词
组的意思。较之于鹦鹉学舌、鹩哥
学话的单纯，某些教教鹩哥们骂人
的闲人，动机显然复杂得多。他们
以国骂或欣赏国骂为乐，所到之处
随手丢弃垃圾、随口说肮脏语言，
不仅污染了环境，也污染了其他的
耳朵乃至无辜的鸟兽。

骂人话的流行程度和上口频
率，与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成正
比。并不懂语言含义的鸟儿，其实
只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某些人心灵
的肮脏，理当引起我们的反思。

潮湿把住宅
楼弄倒塌像不像
开玩笑

□肖华（江苏）

今日关注

12月16日中午12时10分，
浙江宁波市江东区徐戎三村一幢
六层民房突然倒塌，引发极大关
注。对于房屋倒塌原因，宁波市
住建委初步分析，因为该楼房建
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按照当时规范，底层承重砌体结
构不设防潮层，且由于使用过程
中，散水破坏严重，造成砖基础长
期处于雨水浸泡，使墙体潮湿，引
起承重墙体风化严重，导致底层
墙体强度不足引起倒塌。

（新闻见今日本报A20版）

突击花钱
症，岂能讳疾忌医

□严辉文（武汉）

针对社会对年末政府部门“突
击花钱”质疑，财政部官方网站日
前刊登财政部财科所专家撰写的
文章给予回应。这篇名为《当前财
政收支情况分析》的文章称，今年
12月份财政支出是按预算要求支
出的，年终没有执行完的项目，按
有关规定将结转下年使用。（12月
17日《证券时报》）

不久前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
今年安排的全国财政预算支出为
124300 亿元，而前 11 月支出为
104896亿元，预示着年底或将突

击花掉约2万亿元财政预算支出
的任务。财政部专家无非是要重
申，年底集中支出符合预算管理要
求。尽管如此，年前突击支出2万
亿，仍然是一种经济病症，既是公
共财政收支混乱的一大信号，也有
可能进一步影响经济秩序，弊端是
显而易见的。

地方财政收入的计划制定，有
时比较缺乏科学依据，常常不是由
经济总量经济实力之类来决定，在
一些地方官员眼中，似乎最为看重
的是财政收入数字上的横比纵

比。横比就是与周边同类地区相
比，财政收入不能太低；而纵比则
是想当然地硬性规定了必须保持
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幅度。如此的
年复一年加码赶超的财政计划，很
难坚守经济理性。

与财政部专家的“合理”论互相
印证的是，年底突击花2万亿绝非今
年之偶然现象，似已成为多年来的
一大流行景观。此项痼疾不除，从
征的方面看，难抑权力的多动症；从
支的方面看，难禁权力的张扬症，且
势必有碍经济良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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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突击花2万亿绝非今年
之偶然现象，似已成为多年来的一
大流行景观。此项痼疾不除，从征
的方面看，难抑权力的多动症；从
支的方面看，难禁权力的张扬症，
且势必有碍经济良性运行。

并不懂语言含义的鸟儿，其
实只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某些
人心灵的肮脏，理当引起我们
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