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3月29日 星期五 统筹 曹杰 编辑 闵良臣 校对 王泓 版式 金驰

中原时评A02 本版电子邮箱:wywywy7591@163.com

新京报
“三公”总量有多大
宜尽快摸清

大幅缩减三公经费，这是民众一直
以来的呼吁。在今年两会后的记者见
面会上，李克强也主动“约法三章”，其
中就包括今后三公经费只减不增。但
全国的三公经费到底有多少，目前好像
还没有权威数字公布。近日，财政部相
关官员再次称，一些专家所说的“9000
亿三公消费”，“没有可靠的出处，准确性
和真实性都有待确认”。让民众知道现
实的三公经费是多少，一方面要完善统
计口径，让数据尽可能准确地反映三公
消费的现实情况；另一方面，还要做好公
开，让民众清楚地看到各级政府的三公
消费情况。一年 9000 亿元或许存在出
入，希望各级政府尽快“晒”清楚三公经
费，从而摸清全国三公经费的总量。

晶报
天然气遭抢购
缘于“习惯性恐慌”

近日，陕西、山东等省份出现了市
民排队集中抢购天然气的热潮。原因
在于近期有消息称这些地区的天然气
价格即将上涨，对此，发改委有关人士
表示，“这个消息是无稽之谈。”尽管物
价部门纷纷辟谣，表示未接到涨价的通
知，并强调天然气涨价必须事先听证，
不会突然涨价，但一个未经官方证实的
涨价消息，就能让公众如此恐慌，确实
值得深思。公众预期天然气会突然涨
价，或许是对于媒体信息的误读，有人
甚至认为这是为涨价做准备的一次试
探性放风。但不管怎样，公众宁愿相信
自己的感觉也不相信政府部门苦口婆
心的劝告，对以公信力为安身立命之本
的政府部门来说，无疑是个值得警醒的
信号，不可不察。

众所周知，自十八大后，
特别是对政府部门及其公务
人员，中央强调节俭，反对奢
侈浪费，更反对用公款大吃大
喝。而今年两会结束，李克强
总理在答记者问时也强调：

“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干部
就必须过苦日子，政府就要过
紧日子。”在这种“大环境”下，
一些公务员，甚至就是官员们
居然还在钻国家财政的空子，
利用年度预算多下拨的资金，变
着法儿大搞公务宴请，铺张浪
费，享受奢华。这虽然不能说这
些人就是有意要跟中央“过不
去”，但作为干部，至少没能自觉
带头过苦日子、紧日子，至少没
有响应中央要节俭的号召。

这就让我这样的普通纳
税人搞糊涂了：这些政府部
门、政府官员为什么就敢于不

听中央政府的？为什么要“顶
风作案”？按说，他们都是国
家和政府的“宝贵财富”，可为
何与政府离心离德，偏偏要做
中 央 政 府 明 令 禁 止 做 的 事
呢？为何就不愿意多为这个
国家着想呢？

据说，“理由”也不是没
有，这就是他们的年度预算总
是太宽裕，每年再怎么花也总
是花不完，于是他们也就“有
钱”，并且不花白不花，花了也
白花。报道中广州工商行政
管理局的一名人士说，造成这
种“地下行为”的另一个原因
是，如果政府部门没能把年度
预算花光，那么转年得到的资
金就会减少。他说，既然不能
在政府部门以外消费，也不能
外出宴请，那么重新装修（政
府食堂）就是确保年度预算被

用光的一个“好办法”。
也就是说，在一些公务人

员眼里，年度预算就如同中央
政府给自己的钱，就一定要花
光，否则，下一个年度的预算
资金就会减少。这也表明我
们有些财政管理制度是多么
的“粗放”、多么的不符合实际
呀。而且这种说法早在多年
前就听到过，可时至今日，依
然如故。单从这一点来讲也
表明，我们还有多少部门需要
加大力度改革。

当然，那些公务人员如果
真的把自己当作一个人民公
仆，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
重，自觉按照中央勤俭节约的
方针去做，年度预算即使没有
花完，也一定会把剩下的资金
上缴国库，绝不会像现在这样
变着法儿花公款。

提倡节俭

有些公务
宴请者就是不
想过苦日子

□易修文（河南）

中央遏制铺张宴请的号召在地
方似乎遇到阻碍，来自四个不同地区
的官员曾表示，宴请行为只不过转入地
下，转战一些私密会所，而且排场更加奢
侈，即使是农家院内照样可洗桑拿。他
们之所以这样做，一名福建官员就表示：
“勤俭节约的要求太苛刻了……我们
被迫转入地下。只要不被大众媒体
或老百姓抓到，上级就不会惩治我
们。” （3月28日《环球时报》）

仔细翻阅近几天的报道，
“主动下水”的说辞更让人心
寒。3 月 26 日当地官方回应
称：网曝“昭通城管打伤盲人
乞讨者丢入水中”属实，对“涉
事人员”已停职处理，副区长
公开向何仕银致歉。如今经
过调查，“丢入水中”成了“主
动下水”，涉事人员从“罪大恶
极”变得“楚楚可怜”，导致何
仕银下水的责任被推得干干
净净。

梳理此案脉络，不难发现
事件处置循着“热回应、冷处
理”的轨迹，在群情激愤时，把

错误都算在自己头上，该停职
的停职，分割与涉事人员的关
系。一旦激愤稍微疏解，就开
始找理由来推脱己方的责任，
意图“大事化小”。于是何仕
银“狡诈”的形象呼之欲出，而
涉事城管则瞬间化为“弱者”。

前后迥异的调查结果，自
然难让人信服。而且即便是

“主动下水”，涉事城管也难撇
清关系。城管拉扯殴打在先，
何仕银下水在后，当地回应企
图割裂下水的因果关系，只从
下水主动与否来定性，毫不顾
忌下水的动机和缘由，这样的

调查处理更让人心生寒意。
再则，涉事城管为何不第一时
间澄清而要等三天，让宝贵的
辟谣机会流失？还有就是，当
地城管在执法时为何没有录
像？如有录像为何不公开？

通报想撇清关联，从而降
低处置成本，但整个事件，已
无关主动、被动——主动下水
更反衬出涉事城管的冷血，他
们居然可以逼得盲乞用自残
来求生，明知其要下水，却只
是旁观而不去阻止。事态闹
得众所关注，涉事城管完全是
咎由自取。

倾听民声

盲乞“主
动下水”更让
人心寒

□欧阳崧（郑州）

广东佛山于3月19日启
动网络反腐联盟，由佛山市纪
委、监察局牵头，成员还包括知
名网友、媒体代表、宣传部门人
士、党校和佛科院学者等，这在
全国地级市中应属首例。据
悉，成立反腐联盟目的在于
探索网络反腐机制，但由于
运行方案尚未敲定，“联盟如
何运作，民间如何参与”仍然
未解。（3月28日《羊城晚报》）

在我看来，网络反腐虽
有不少弊端，但总体上还是
弊小于利，至少，其弊端总没
有贪腐横行的危害大。所
以，对民间反腐网站应该规
范，而不该因噎废食，应该“疏”，
而不应该“堵”。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我对佛山市成立网络反
腐联盟感到欣喜。其一，由纪
委、监察局牵头来做这件事，体
现了官方对民间反腐热情和网
络反腐败力量的重视，正在积
极拓宽反腐败渠道。其二，这
相当于官方认可网络反腐，客
观上为网络反腐“正名分”。其
三，在官方的指导下，网络反腐
有望走向规范化、常态化，尤其
是纪委、监察局牵头，可以实
现民间反腐与纪检反腐的对
接——这一点非常重要，民

间反腐网站的困境之一便在
于，这边网友举报沸反盈天，
那边纪检监察部门不予理
睬，官方版网络反腐联盟则
可以化解这一问题。

当然，上述之“喜”只是
理想状态，官方版网络反腐
联盟怎样运作、成效如何还
有待观察。反腐联盟应成为
名副其实的“反腐工程”而切
不可变成徒有其表的“形象
工程”，要善待而不能怠慢网
民的反腐热情和举报，即使
网民的举报有误，也要积极
保护而不能打击举报人。另
一方面，虽然是佛山市纪委、
监察局牵头成立的，但网络
反腐联盟是否具有足够的

“抗压性”？网
民的举报五花
八门，难免涉及
位高权重的人
物，外地网民也
可能来此举报

其他地方的贪腐现象，如此，
网络反腐联盟势必会承受各
方面的巨大压力，能否扛得住
这些压力，将是官方版反腐联
盟会不会步民间反腐网站后
尘的关键。

新闻中有一个事例耐人
寻味：佛山市网络反腐联盟成
立于高明区人大常务副主任
陆帜然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
调查之际，此前6年，陆帜然多
次被市民在网上曝光，直到最
近一次曝光再次引起媒体强烈
关注，才终于被纪检部门立案
调查。这个事例既表明了网络
反腐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表明，
网络反腐能否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在于纪检部门是否积极作
为。网络反腐联盟成立了，反
腐线索有了，但若纪检部门迟
迟不为所动，非要等到媒体曝
光引起强烈关注才被动作为，
那么网络反腐联盟的作用和
前景就让人不敢乐观了。

3月28日凌晨0时20分，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委宣传部向媒体通报
了“城管打伤盲人乞讨者丢入水中”
事件调查结果，称盲人乞讨人员何仕
银自己用头撞击地面，主动摸索着进
入了水池，并把手机、钱物放到水池
边平台上，引来群众围观。

(3月28日云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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