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准随意，每桌可相差很多

尽快有章可循，制定可操作的标准

“四菜一汤”走样，是公务接待标准随意的一
个缩影。记者在多地采访中，总结出当前公务接
待标准的若干特点。

一是没有标准。
二是有标准但不科学，没办法执行。
三是有标准不执行。
四是地区差异造成的标准不统一。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一些地区明确公务接
待标准但标准差别大。

例如，河北某县 2005 年将接待标准具体到
人，定为科级 40元、处级 50元、厅级 60元、省部
级 70元，而西部地区一个贫困县接待厅级干部
标准为每桌5000元，处级干部每桌3000元，二者
相差巨大。

不少基层干部向记者表示，此次中央“八项
规定”没有简单重提“四菜一汤”等标准，他们认
为，当前正处于向纵深推进、构建长效机制的紧
要关头，当在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关注。

首先，深入实际调研，科学制定“标准”。基
层普遍反映，反对公务接待中的浪费，亟须有一
个全国性、全新的公务接待标准。

其次，适时动态调整，符合实际情况。受访专

家说，对一些过时的、明显偏低的接待、报销标准
要进行调研，作出适当修订和动态调整，使之适应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

再有，明确监督惩戒标准，增强处罚的刚
性。陕西省纪委训诫室主任王文艺认为，由于没
有明确细则，什么是大吃大喝，什么是正常的公
务接待，没有认定标准，目前主要靠主观评判和
自由裁量。 综合《瞭望新闻周刊》《深圳晚报》等

大盘套着小盘上
四菜一汤花招不断
记者调查发现
公务接待“四菜一汤”标准已走样
公务接待没有标准或有标准不科学、不统一等情况
留下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空间

国办通知：清查各地政府性楼堂馆所修建情况

随着“反对浪
费”呼声渐高，作为
当年公务接待的一
条标准，“四菜一
汤”屡屡被基层干
部群众所提及。然
而，记者走访多地
了解到，由于缺乏
刚性细则和可操作
性，“四菜一汤”逐
渐出现标准走样现
象，并未对遏制公
款大吃大喝起到应
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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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国务院办公厅紧急通知，清查政府性楼堂馆所
为落实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提出的“本届政府任期内，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

律不得新建”的承诺，坚决遏制违规修建政府性楼堂馆所现象，国务院办公厅近日
印发紧急通知，对各地、各部门修建政府性楼堂馆所情况开展清理检查。

本次清理检查的重点：一是 2013年 3月新一届国务院组成后是否有新批准或
新开工建设政府性楼堂馆所项目；二是 2013年 3月新一届国务院组成前已批准并
开工建设的政府性楼堂馆所在建项目以及新一届国务院组成前已批准但尚未开工
建设的政府性楼堂馆所项目。

“四菜一汤”能变出很多花样

“四菜一汤”的说法由来已久，是新
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宴标准。记者在多
个省市采访数十名各级党政干部发现，
大家普遍知道“四菜一汤”的说法，但到
底是否作为一项硬性制度约束，有无相
关具体的规定，几乎没人能说得清楚。

“在基层基本上没有得到执行，很
多只是口头上说说。”安徽某县纪委书
记说。

记者综合东中西部干部反映的情
况发现，“四菜一汤”至少出现三种标准
走样现象。

一是数量不变而菜品出现“豪华升
级版”，原本应是出于节约而上的普通
菜肴，在很多地方就换成了海参、鱼翅、
鲍鱼，山珍海味，极尽奢华。

二是玩“大盘套小盘”的数字游戏，
乍一看是“四菜一汤”，四个盘子，然而

每个盘子都很大，大盘子里头再套小盘
子，小盘子装的都是不同的菜，总体数
量远远超出“四菜一汤”。

三是上菜时玩花招，先上一份“四
菜一汤”，等客人吃过之后撤掉再换一
轮，反正最终保证餐桌上永远都是四个
菜、一个汤。

造成“四菜一汤”标准走样的原因，
除了一些地方干部大吃大喝的主观因
素外，主要在于这一制度没有具体执行
细则，缺乏可操作性。河北大学经济学
院教授王延杰说，到底什么是“四菜一
汤”，多少人吃，多少荤多少素，上什么
菜，都没有标准，没人能说明白，归根到
底就是标准太模糊、缺乏指导性。

专家认为，没有可操作性就没有生命
力，“四菜一汤”在不少地方流于形式，一
个重要启示就是制度、标准要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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