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任局长抄前任的任职报
告，堂而皇之地站在人大常委会
讲台上作履职演讲，不知台下的
人大常委会委员有何感想。笔者
倒是替“抄袭局长”感到害臊——
此等味同嚼蜡的文稿居然能念得
出口，身为“文抄公”、“文抄官”就
不怕老百姓戳着脊梁骨骂？

任职报告出现拙劣的抄袭
现象，不仅仅暴露了“文抄官”之
病，更暴露了当下某些地方官场
的不良文风——无论是正规的
红头文件、领导讲话，抑或是较
为私人化的学习心得、思想体
会、个人述职报告，都存在着相
当严重的“下级抄上级、小吏抄

大吏、新官抄老官”、比着葫芦去
画瓢的现象。轻处说，这是一种
投机取巧的偷懒做法；重处讲，
官场抄袭之风泛滥，反映了某些
官员动手能力退化、原创动力不
足，折射了官场文牍主义、形式
主义的盛行。毫不客气地说，别
看少数官员经常在台上舌绽莲
花、满嘴华丽词藻，如果离开了
秘书及写作班子，他们马上变得
连话也说不囫囵。

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一个
重要方面就是要求切实改变文
风。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毛泽东同志就多次要求领导干
部要亲自写文章，不能让秘书代

劳。他还用形象的语言批评空
洞的官样文字：“讲了一万次了
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
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
稍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
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
长一年、两年寿命呢？”拿笔杆子
也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一个
官员如果连文章都不会写、懒得
写、糊弄着写、连抄带编地写，只
会高高在上，指挥成群的秘书仆
从为自己服务，此等官员不可能
成为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公仆。

为“文抄官”治病，先治官
场的文风之病、作风之病、官风
之病。

今日关注

任职报告
抄袭暴露地方
官场不良文风

□张培元（公务员）

近日安徽舒城出现怪事：县环
保局的最近两任局长，在就职时向
该县人大常委会提交的任职报告
“基本雷同”，不仅小标题完全一
样，两文还出现了众多相同或相似
的句子。 （5月29日《市场星报》）

人民日报
信息流动才能走出信任困境

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政府和公众、干部和
百姓之间的信任频频出现问题。猜疑干部履
历和提拔程序，质疑领导承诺和事件调查结
论，逢官必疑，甚至已成一种思维定势。四川
什邡、江苏启东等地引入产业项目，虽都进行
了科学论证和环境风险评估，符合法律标准，
但还是引发了群体性事件。其真实原因在于，
干群之间信息占有不均衡，信息不流动、不对
称，强化了公众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从某
种意义看，现代政府治理就是一个信息传输、
交流、反馈的沟通过程，而信息在政府与公众
之间的顺畅流动，意味着双方在心理层面建立
信任契约。如果干部故意掩盖事实、隐瞒真
相、过滤信息，就等于是撕毁契约，必然造成干
群信任危机，并引发社会与政治风险。

重庆晨报
大学生起薪低，并不意味着读书无用

近日，一项对 2012年应届大学毕业生的
调查显示，69%的大学毕业生起薪不到 2000
元。但是统计局数字显示，2012年末，外出农
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2290元，比上年提高
241元，增长11.8%。很多人认为大学毕业生
薪金一定要比干体力活的农民工工资高，这一
观念亟待转变。其实，无论从国家法律制度还
是市场经济规律来说，都没有体力劳动者的收
入应该低于脑力劳动者的说法。而恰恰相反，
在一些劳动力不足的发达国家里，干体力活的

“蓝领阶层”的收入普遍高于甚至远远超过白
领。大学毕业生起薪低与农民工薪金较高是
两码事，不应该相提并论。大学毕业生起薪低
并不意味着“读书无用”，大学生就业不能只看

“眼前的钱”，而应该积极地“向前看”。

A02A02 中原时评

打铁还需自身硬。纪检系
统承担着党员干部纪律监察和
狙击腐败等重要职能，纪检干部
自身的素质尤其是廉洁指数如
何，直接关系到反腐败的成败，
关系到党风廉政建设的效果。
从这样的意义上讲，这一次全国
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
清退活动，意义不可小视。

会员卡原本不是一个坏东
西。泛指普通身份识别卡，包括
商场、宾馆、健身中心、酒家等消
费场所的会员认证，在市场经济
时代，这种身份识别卡，有利于
形成品牌消费、打造个性化消费
模式，丰富了消费的形式、种类
和渠道，是市场自身发展的必然
产物。应该说干部包括纪检干
部也是人，如果是作为消费者自
掏腰包购卡消费，那是再正常不

过的事情了。
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

项清退活动，至少表明小小的会
员卡身上玄机多多。所谓专项清
退，本身就表明，在许多干部身
上，会员卡要么是人家全卡赠送
的，要么是半买半送的。这诚然
首先是关乎作风和纪律的一大问
题，而上升为一个专项活动，说明
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到了非
狠刹一下歪风不可的时候了。

会员卡一直游走在灰色地
带，是到了清查的时候了。关于
会员卡，业内人士称，早已变成了
一种见不得光的东西。众多豪华
会所在发展会员时门槛都很高，
逐渐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由
于地点私密、空间封闭，“里面水
很深”。尤其是近年来，一些官员
乐此不疲地以“会员”身份出入包

括餐饮、休闲娱乐和私人会所在
内的高档消费场所，相对隐秘地
进行奢侈消费，已经衍生出了较
为严重的“会员卡腐败”。

对于“会员卡腐败”问题，有
必要区别对待。比如，偶一为之，
或者无可奈何之下持有但并未产
生实质性消费的，当然可一退了
之。但如果明显存在着权力寻租
行为，或者已经发生明显腐败行
为的，按相关法规，受贿5000元即
可入罪，在会员卡消费过程中，这
个底线不能不坚守。而厘清正常
消费与腐败消费的界线并非难
事，显然把已经发生的腐败消费
与正常消费之间的价差视为受贿
所得，在法律上应该不存在什么
障碍。从严肃法纪的角度考量，
对于此两类行为，除了退卡之外，
还应追究法律责任。

热点话题

“会员卡”
背后的腐败不
能一“退”了之

□严辉文（职员）

最近召开的全国纪检监察系统
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电视电话
会议强调，全国纪检监察系统要严
肃认真地开展会员卡清退活动，实
现自我净化，巩固落实八项规定成
果，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5月28日《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