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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话套话空洞无物，多年来相沿成
习，至今不绝于耳。《人民日报》读者来信
版近日向网友征集“你最反感的官话套
话”，1 月 9 日的《人民日报》就登了一些
读者反感的官话套话，比如“高度重视”、

“亲自过问”、“现场指挥”、“积极、及时、
立即、确保”……

（新闻见今日本报AA02版）

官话套话大行其道，多年来莫不如
此，既然《人民日报》“亲自过问”，说明
会风文风的转变已引起了领导们的

“高度重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情绪稳
定”了。

既称官话，说明官员习惯于这种表
达方式；既称套话，说明已经严重程式
化。也就是说，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词
汇更多的是与公权力交织在一起，成为
权力的一种附着品。在官员话语中、大
小会议上和新闻节目里，即便是针对不

同的新闻事件，表述方式几乎都是相似
的，以至于网友都总结出各种模板，简单
套用便是。

官话套话的首要表现是重复，耳朵
都能磨出茧子。即便是“你若安好，便是
晴天”这等妙句，天天听也让人受不了。
正因如此，文风的改变虽有必要，但又不
能仅停留在表达方式的改革上，真正受
欢迎的表达方式，一定是饱含感情又言
之有物的。

诚然，公文表达和官方表态有其特
殊性，需要严谨而得体，但这并不意味着
总是要重复那些正确的废话。例如，灾
难发生后，“领导重视”就不必再提，因为
重视是自然的反应，更需要体现在实际
工作上，而不是口头上，相反，不重视才
是需要表达的新闻点；战胜灾难后，也别
逼着受害人非说什么“感谢××”，进而
深度阐释各方功绩，愣将丧事办成喜
事。事实上，表达方式的僵化只是其表，

思维模式和处理问题的程式化才是根本
原因。一事当前，稳字当头，利益为先，
难免总想着让领导满意，而忽视了细节，
冷落了民意。

官话套话的影响十分巨大，由于权
力的作用，主流话语体系会引发众多行
业的效仿。比如在一些民营企业，甚至
是一家足球俱乐部，都会习惯用红头文
件的形式发布消息，甚至连开个表彰会
都是在照搬官场。同样，这种讲话的表
达模式也让很多官员无法自拔，误以为
只有如此表达才能彰显权力，才与自己
的身份相称。《非诚勿扰》上的那位副乡
长就是最好的例子，连相亲的时候都像
在慰问基层。

改革无处不在，改革首先是要直面
现实，对于官话套话的改变也是如此。
只有直面现实、勇说真话，才能在字里行
间反映出人性的力量，才能引发更多的
互动与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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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网友在天涯论坛和新浪微
博分别发帖，举报中山市小榄镇联丰社
区书记黄新泽、财经主任霍成堂拥有房
产以及土地物业价值过亿元，其中一些
土地是两人共同拥有。霍成堂接受南都
记者采访时承认，帖子中反映的一些房
产和土地确实是他的，他和黄新泽也确
实共有一些资产，但他称他本人没有过
亿“那么多”。

（1月11日《南方都市报》）

且不说资产都是“通过合法合理的
渠道得来的”如何说服公众，单就何以自
证清白，在笔者看来，就是一个问题。霍
成堂说自己没有过亿“那么多”，那么，到
底有多少呢？如果不清不楚，没有准确
数字，又能凭借什么让公众消除怀疑情
绪呢？更何况，“住宅装修豪华，价值近

千万元，是全村之最”以及“其大女儿已
移民出国”之类的困惑也不是一下子就
可以消弭于无形的。官员在“女儿”问题
上的闪烁其词，显然有难言之隐，但能不
让民众怀疑吗？

我国官员的财产申报因没有相对
独立的负责财产申报制度的执行机
关，各个行政机构自行其是，缺乏统一
性。没有严格的执行制度和执行标
准，执行起来随意性大，缺少事后的公
开和公正。因此，“干部被指资产过
亿”自然产生了争议。这不仅对官员
本身不利，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消解着
政府的公信度。

可以说，很多官员缺少一种自证清
白的智慧，而正是这种缺失，让官员产生
对财产公开申报制度的抵触情绪，与此
同时，民众对官员的不信任感也日渐增

长。必须明确，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可以
促进政府公职人员的廉洁自律，符合国
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所以是合理的，并且
财产申报应该是公开的。财产申报法具
有阳光法之称，它保证人民拥有最大知
情权和官员最少隐私权。而现实是吊诡
的，公众的知情权往往处于最匮乏的位
置，而官员的隐私权却被不恰当放大。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向公民公布
申报财产内容，接受各种层面的监督，是
官员自证清白的必然要求。唯有官员们
拿出自证清白的智慧，同时也要从制度
上给予官员自证清白的机会，才能消除
公众的怀疑和不信任感。

要明白，给予官员自证清白的机会
和官员拿出自证清白的勇气，不仅是在
对公众监督官员提供便利，更是对官员
的最好保护。

依法治国

“干部资产过亿”如何自证“合理合法”
□朱四倍(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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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才市场统计显示，2011 年
高校毕业生中，硕士就业率为 86.6%，本
科生为90.3%，专科生为94.1%，硕士生就
业率比专科生低近8个百分点。另据人社
部最新劳动统计年鉴数据，2010年城镇失
业人口25至29岁男性中，具有本科学历
的失业率为28.7%，硕士53.3%，同一年龄
女性中，本科失业率为 37.8% ，硕士
57.1%。有关部门由此得出结论，学历越
高求职越难，学历越高失业率越高。

（1月10日《中国青年报》）

笔者以为，硕士就业难、失业率高，
实际反映了市场人才观的理性回归，是
对过去片面追求“人才高消费”的纠正。

学历与知识是成正比的，学历越高，所掌
握的知识越多。但学历与人才不一定成
正比，人才应当具有一定的学历，掌握某
一方面的专业知识，但高学历不一定都
是高级人才。适用就是人才。“尺有所
短，寸有所长”，不能上天揽月，未必不能
下海捉鳖。打个比方，硕士生能搞科研
但不一定会开机床，只要机器开得好，尽
管是个技校生也是人才。过去许多用人
单位陷入人才误区，把高学历视为权衡
人才的唯一标准，哪怕招个勤杂工也要
本科文凭。单位招人是为了能干事、创
效益，不是买个“花瓶”当摆设。如今用
人单位开始从盲目的“人才高消费”回到
适用，这是理性回归，是务实之举。

硕士求职难也反映了高学历者“傲
慢”的求职观。求职岗位的设置是分层
次的，从理论上讲，与硕士所“对应”的求
职岗位与需求之比不可能平衡，总体上
是“僧多粥少”，也就是说，高学历者不可
能人人找到心满意足的工作。况且这所
谓的“对应”是相对的，只是高学历者心
中的“对应”，并非社会认可的标准。如
果是理智、务实的，尚未找到“对应”的岗
位，就应该降低一个层次求职，而不是非
满意就失业，闲居家中让苦读寒窗多年
的知识“烂”在肚子里。成熟的市场经济
既认文凭，更认个人能力和真才实学，高
学历者需要转变就业观念，争取更多的
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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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历为何求职难
□尹卫国（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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