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现代政治运行的规律，
政府各个部门之间既需要相互
独立，互相制约；又必须相互联
合，共同发力。一种社会问题、
一个社会事件，其背后可能关
系到数个部门的职责。以昨日
甘肃发生的地震为例，该事件
关系到民政、公安等数个部门
的工作。在这种职能交叉的环
境下，成立领导小组可以有效

协调各部门的关系，打破“各自
为政”的桎梏，充分调动各部门
的行政资源。

但权力的运行必须置于有效
监督之下，超部门的领导小组，由
于其规格甚高也会衍生一些权力
病：传统监管渠道难以对其发挥
效力。从新闻报道来看，这种现
象已积重难返。一些地方政府在
设立“推广足疗保健工作领导小

组”等稀奇古怪的领导小组时，凭
着一纸通知便敢“号令四方”。

眼下，各地虽已清理整顿了
一批不符法制的领导小组，而从
结果来看，这种清理整顿，多是出
于舆论的偶发性制约。但公共舆
论的力量毕竟有限，仅仅靠此难
以照亮权力运行可能留下的死
角。因而，更深层次预防领导小
组设立乱象，还必须依赖于制度
层面的有效监督。

所以对于领导小组的设立，
当区别对待。比如首先应该像天
津等地一样，尽量减少议事协调
机构的设置，凡工作可由现有机
构承担或者协调解决的，不再另
设协调机构。实在是协调有困
难、需要多部门协同、必须设置相
应领导小组的，应该像专家建议
的那样，在政府网站上公开。与
此同时，在设立程序上，必须格外
讲究程序正义。从制度层面抓
起，完善领导小组规范运行机制
并建立相应的审查机制，接受公
众监督，换取公众信赖。

倾听民声

领导小组
设立也应讲究
程序正义

□杨兴东（媒体人）

2007年，浙江省要求清理规范
议事协调机构，杭州市萧山区编办
的吴焕根在政府内网上搜索发现，
区委、区政府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
机构多达235个。这些领导小组五
花八门：陕西省某市曾于2006年
成立“推广足疗保健工作领导小
组”，并且各县区、乡镇街道，也纷
纷成立。这些小组在成立之初即
受到争议，如今已销声匿迹。

（7月22日《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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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说

北京青年报
你喝到的是“纯牛奶”吗？

针对近日有关“超六成液态奶系奶
粉冲兑”的报道，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
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纯奶
不允许使用奶粉做原料，若有企业用奶
粉制作纯奶是违规行为，应坚决查处。

“超六成液态奶系奶粉冲兑”的说法，出
自西部乳业发展协会执行副会长、西南
民族大学畜牧系教研室主任魏荣禄之
口。魏教授说，近几年中国从国外进口
奶粉数量激增，进口奶粉一部分用来做
其他食品(如饼干)和婴幼儿奶粉，大部
分用来冲兑液态奶，这样做比用国内奶
源生产液态奶成本更低，“我保守估计，
可能 60%以上液态奶都是由奶粉冲兑
的”。魏教授认为，用奶粉冲兑而成的
牛奶，按规定必须注明“还原乳”或“复
原乳”，但大多数奶企并不注明，反而打
出“纯牛奶”的旗号忽悠消费者，这是典
型的欺诈行为。

京华时报
“脏冰块”浮现快餐安全冰

山一角
央视记者在崇文门的肯德基、真

功夫和麦当劳 3 家大型快餐店中，取
回可食用冰块进行抽样检测。检测发
现，3家店均超标，其中肯德基、真功夫
的冰块菌落数量更是高于马桶水数倍
甚至十几倍。看起来晶莹剔透、玉洁
冰清的冰块，为什么在一些快餐店里
却成了细菌的温床？这可以从肯德基
官方微博的道歉声明中反推一二。“监
督餐厅立即按照标准严格清洁和消毒
制冰机和相关设备”，其实只是点出了
设备问题这一客观因素，没有触及人
员操作不当等主观因素。被曝光的这
几家快餐企业，实力强、品牌大、相对
规范，可谓是快餐业的“正规军”。可
就是店大业大如它们，还屡屡出状况，
那些规模小、到处钻的快餐店、小吃
摊，其卫生和食品安全状况更加堪忧。

新京报
城管局长对记者动手，写

检查了事？
前两天，哈尔滨一名瓜贩被执法

人员打得头破血流。黑龙江电视台记
者采访时，遭遇哈尔滨道外区城管局
主要领导及工作人员的拉扯阻拦。现
在，当地政府做出回应，将殴打商贩的
执法工作人员停职，责令涉事局长做
出检查。这种事件流程太让人熟悉
了。表面看来，民意是赢了，然而，这
种“问责”不过就是打上引号的，本质
只是做做样子，走走过场，应付一下舆
论追踪。在这起事件上，涉事的城管
局长被责令做检查。表面看，这位局
长也是灰头土脸低头了。可是，写份
检查道个歉，与他此前的嚣张与蛮霸
相比，能算是匹配的问责吗？能抵消
他行为的恶劣影响吗？能对其他权力
起到警示效果吗？

中国城市现代化与世界的距
离，就在于一条下水道。台湾作
家龙应台曾说过，如果你到一个
陌生的国度，怎么分辨它是否发
达呢，其实很简单，只要来一场大
暴雨，下它两三个小时，然后你拿
把小雨伞出去溜达，如果裤脚虽
湿却不肮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
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这大概就是
个先进国家；如果发现积水盈足，
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小
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这大
概就是个发展中国家。

或许之前的我们并不信服龙
应台的论断，然而从北京暴雨的哀
思到“欢迎来××看海”的戏谑，一
次又一次的暴雨让我们看到了一
条下水道的作用。雨果说“下水道

代表着一个城市的良心”，此言非
虚。一个有良心的人总是有着悲天
悯人的情怀，而完善的排水系统则
是应对暴雨袭击最有力的途径，当
强降雨来袭时，正是因为排水系统
无法保证大规模、大范围排水，才造
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自从北京的那场暴雨风波之
后，中国城市需要下水道市长的
呼声越来越高，官方层面应该给
予积极回应。我们也应该看到，
排水作为一个城市发展的见证，
正日益被各个城市建设者所重
视，其在城市基础设施中的建设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有着不可
忽视的意义。从饮用水的污染，
到不断发生的城市内涝，排水问
题已经与人民生活及生命财产安

全密不可分。
而历朝历代，“争言水利”，治

理河道，防患洪涝之害，都是吃苦
出力的事，不能急功近利。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表示，力争用 5 年
时间完成排水管网的雨污分流改
造，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建成较
为完善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
系，或许这样的意思表示并非是
拖延，而是量力而行的承诺。

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智慧与
良心，评价一座城市的优劣，不能
只看地表，更要看地下。“只看地
表，不看地下”，恰恰正是我国城
市频繁发生内涝的症结所在。中
国的城市化道路不能走偏，面对
太多历史欠账，我们比任何时候
更需要善待“城市的良心”。

公民声音

善待“城市
的良心”或可期

□钱兆成（媒体人）

入汛以来，多地出现强降雨，让
一座又一座城市陷入内涝之困。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表示，我国力争用
5年时间完成排水管网的雨污分流
改造，用10年左右的时间，建成较
为完善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

（7月22日《新京报》）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导致春城昆明变成
“水城”：城区交通接近瘫痪，机场2000余名出
港旅客滞留，万余户居民停电。就在去年，昆明
投入巨资对40条城市道路进行提升改造；就在
上个月，昆明花费大量人财物举办了南博会。
但是，城市的面子，竟被一场大雨浇得现出原
形。

在极端天气愈加多发的情况下，城市内涝
已经成为困扰各地的一个重要问题。事实上，
记者去年调查发现，昆明市新修的景观大道排

水系统存在造假：外表看似正常，井盖下面却是
实心“水坑”，华丽的面子背后竟有见不得人的
里子。

与昆明同样遭遇内涝的还有成都、武汉、
广州等多个城市。尽管与入汛以来的暴雨、薄
弱的城市排水系统不无关系，但是造假工程却
如同引子无情地揭露出一些地方的丑陋面
目。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何一些地方政府投入
巨资进行排水管网改造，但再次遭遇大雨照样
水浸的实质。

作为软实力的重要部分，城市形象很重
要。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努力打造城市“面子”，
试图营造良好的城市形象。然而如果光鲜的城
市面子背后却是落后“里子”，那么公众有权知
道，这些造假工程背后有多少见不得人的贪腐
勾当？还有多少造假工程没被发现？纳税人的
钱究竟去了何处？

面对频发的城市内涝，我们往往只关注
城市快速发展与落后的基础建设之间的矛
盾，很容易忽视各类工程背后的“猫腻”。从

某种程度上说，“造假工程”反映的已经不是
地方执政者的能力和水平，而是底线和良心，
是执政者合不合格的问题。那些“造假工程”
的染指者完全无视民生疾苦，完全违背“权
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
原则，需要认真“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
治治病”。

城市“里子”建设是民生工程，更是“良心工
程”，挖出那些隐藏在民生工程中的“蛀虫”，才
能真正让民生工程“解民生之忧”。

2005年6月28 日晚，摩的司
机冀中星载客在东莞市厚街镇新
塘村治安队门口被治安队员打成
残废。此后，他在维权过程中得
到厚街公安分局说无证据证明他
被打残的说法。这就奇怪了，如
果说冀中星报案，他身上的伤就
是证据，怎么是没证据呢？如果
让冀中星举出证据，打人的跑了
或者死不承认，又没有监控和旁
观者，他会拿出什么证据？

8 年来，围绕冀中星到底是
交通事故致残还是被打致残，一
直没有定论。今天我们看到，冀
中星户籍所在的鄄城县的官方
说明提到：“冀中星和其所拉的
客人龚涛遭到新塘村治安队队
员殴打，致使冀中星脊椎粉碎性
骨折、下肢瘫痪。”鄄城县的上级

菏泽市则称，“冀中星和其所拉
的客人龚涛与新塘村治安队队
员发生冲突，冀中星受伤致脊椎
粉碎性骨折、下肢瘫痪”；而东莞
方面则说，“冀中星是与治安队
员发生碰撞倒地受伤，至今仍没
有证据证明治安队员殴打冀中
星、龚涛”。如果按照鄄城县的
官方说法，冀中星无疑是蒙受了
巨大冤屈。但自2005年以来，冀
中星先后到东莞厚街公安分局、
国家信访局、中央政法委上访，
并先后向东莞的两级法院举诉，
最后都未能证明自己是挨打致
残。其间，东莞方面出于“人道
主义”给他 10 万元救助。值得
注意的是，不管冀中星通过什么
渠道上访，最终都是由东莞当地
调查。

我们不得不问：被打致残的
证据如果冀中星自己不能提供，
那么这起刑事案件就是无头案了
吗？显然不是，因为这证据完全
应该由当地公安部门侦破提供，
而不是动辄让受害者提供。

34 岁的冀中星瘫痪 8 年，和
62 岁的父亲相依为命。哥哥冀
中吉远在内蒙打工，除了养活自
己一家四口人，还要接济父亲和
弟弟。冀中星的希望在哪里？他
苦苦维权，却始终不见光明。社
会学家观察发现，这种不要命的
抗争是极富传染力的，更多的弱
者纷纷效仿“悲剧英雄”并非杞人
之忧。人民日报曾说：“各级地方
政府必须认识到粗暴执法、野蛮
行政的巨大危害。”在此，这句逆
耳忠言需要铭记。

热点话题

冀中星案
被打致残的证
据该由谁提供

□朱永杰（公务员）

山东菏泽人冀中星8年前在广
东东莞被治安队员打成残废。这个
不愿忍气吞声的人通过法院起诉想
得到30多万元的赔偿。但是，东莞
警方说没有证据证明他是被打致残，
法院判他败诉。8年来，他多次上
访。最终于2013年7月20日傍晚在
首都机场引爆了装在自己身上的自
制炸弹。 （7月22日《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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