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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制度化：“太平官”还好不好当?
当前的社会中，一些政府官员乱作为、不

作为以及官员“带病升迁”等现象严重损害了
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利益，甚至激化了社会矛
盾。如何对这些失职官员进行及时有效的责
任追究？受到免职等问责处分的官员是否还
能够“官复原职”？哪些情形下官员应该被问
责？随着法治社会的发展和公民参政意识的
提高，这些问题愈来愈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行政权力与责任相对应，是构成现代民主
政治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一环。当前，我国正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社会建设面临复杂多
元的利益格局，提高与改善政府官员的执政能
力，建设执政为民的责任政府已成为社会共
识。以责任追究规范与约束公权力，避免权力
滥用与失职是预防与惩治吏治腐败的一剂良
药。 而让公权力“规规矩矩，尽职尽责”，必须
形成一套以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
靠制度管人的机制。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
责的暂行规定》，问责规定一出台立即受到了
舆论的普遍关注与支持，有媒体称问责规定的
出台预示着“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将步入法制
化的轨道。

正如公众所普遍关心的，一项善政的实施
最终还需要强有力的执行力。提高官员的责
任意识，打造责任政府法治政府依然任重道
远。不可否认，任何一项制度的完善都必然经
历在实践中的摸索与改进，尽管如此，干部问
责走向常态化，制度化让公众看到了政府提高
执政能力，执政为民的意志与决心。制度问责
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与规范。

做“太平官”不易

7 月 12 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了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
责的暂行规定》，规定对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

或者不作为而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
事件等七种情形实行严格问责，并明确了问责
的对象，具体程序以及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
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５种问责方式。大
家感觉到，像以前那样做有权无责的“太平官”
不太容易了。

问责规定的出台可谓顺应民意。近年来，
网络舆论监督的不断壮大推动了“问责风暴”
的形成，从三鹿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到贵州
瓮安“6·28”事件，一些在重大公共事件中负有
责任的党政领导被纷纷问责，然而，一些被问
责的官员的先后复出又招来网友热议，一时
间，众多“问题官员”的悄然复出使得公众对

“问责制”的严肃性产生了质疑：问责制难道就
是平息民愤、取悦舆论的表演？问责官员“复
出”有没有经过相关程序？有关干部问责的民
间舆论迅速汇聚，形成备受瞩目的公共话题。

与此同时，某些地方政府问责出现“情绪
化”倾向，会场打瞌睡，迟到等行为亦成为问责
的由头。例如湖南衡阳市召开纪念改革开放
30周年大会,有极个别机关干部竟然打起了瞌
睡,与会场氛围极不和谐。市委书记张文雄迅
速作出批示,要求严查不怠。全国政协委员、贵
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汉宇认为有人因
为在会议上打瞌睡就被免职，这样的问责太随
意，也很情绪化。“问责要法制化、制度化，就是
不能情绪化。”

让干部问责制更加明晰规范，破解公众心
中的疑虑，制定一部统一问责规定，显然已迫
在眉睫。

事实上，“问责暂行规定”的出台是制度问
责逐步走向成熟与规范的一个过程。

在此之前，相关的问责规定在一系列法律
法规中并不少见，2003年5月12日，《公共卫生
突发条例》相关规定开启了行政问责尝试。此
后的《行政许可法》也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等
违反本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2006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公务员向上

级承担责任的条件和公务员辞职辞退作了明
确规定，并进一步将行政问责法制化和规范
化。而此后《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
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出台，则
标志着制度问责的开始。

“问责暂行规定”统一规范了此前散见于
各法律法规中的问责规定，明确问责的意义与
宗旨在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践行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时在条款设计上更加
具体与明确，提高了可操作性。

问责暂行规定的出台受到网友的好评，有
网友说：这个问责法规好！对那些光拿钱，遇
事情耍滑头不得罪人也不好好处置的干部会
是个底线标准，对那些没能力又不认真干事的
人也是个约束标准。

网上热议问责规定

不出意料，干部问责规定的出台引起了网
上舆论的热烈关注。绝大多数网友对这部规
定的出台给予了支持与赞同。但是也有网友

对新规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还有一部
分的网友则在规定的落实上表达了自己的希
望与担心。

有网友发表评论说：我十分拥护这个《规
定》，我认为关键是落实，有检查。有网友对问
责干部再次任用提出见解，认为问题干部再次
任用应该更加严格和谨慎。而不是发一纸文
件就够了。

问责规定的出台可谓众望所归，然而作为
一项制度设计实现完满并非易事，在某些细则
上它依然有着需要完善与改进的地方。

对于这部新出台的问责规定，公众在支持
之余也有一些质疑：如规定中问责主体为纪检
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没有规定人民群众
的问责监督。

同时，公众对于问责制度的透明寄予很高
的希望。某些条款的模糊受到了质疑，譬如规
定问责决定一般应当向社会公开，那什么样的
决定就不应该对社会公开呢，为什么问责的过
程不向社会公开呢？

一些网友认为对官员的问责处分还不够
严厉。如条例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党
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
务相当的领导职务”，那么这意味着即使在责
任范围内出事了，一年后又能恢复原职甚至一
年后的不久又将会得到提拔，网友担心这种所
谓的问责恐怕会被流于形式。

根据新规，对于被免职的官员“可以根据工
作需要以及本人一贯表现、特长等情况，由党委
（党组）、政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酌情安排适当
岗位或者相应工作任务。”有网友担心，在缺乏
有效监督和信息透明的情况下，问责规定在解
决官员“带病”复出的问题上依旧难以根除。

制度问责的民意期许

不可否认，由于缺乏强有力的责任追究制

度，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官僚主义作风，一些
官员在权力的光环下养尊处优，将为人民服务
的公仆意识抛之脑后，一些罔顾国家利益以权
谋私，权力寻租，滥用职权，不作为乱作为等等
现象甚至沦为官场潜规则，有网友感叹今天的
官员“能上不易下”。

权力设定应与责任相对应是法治的核心，
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伦理。无疑，缺乏责
任约束的权力必将导致公权逐利以及种种“权
力任性”乱象的产生。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多元复杂
的社会利益错综交织，建设和谐社会日益成为
政府的追求。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
国家振兴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问责规定的出台彰显政府改进
执政能力，提高执政水平的决心，反映执政党对
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意识与大局意识。

问责走向制度化、常规化提醒公权力要时
时敬畏肩上所挑的行政责任，在改善领导干部
作风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今天，问责之剑
直指隋政、庸政、滥政现象，问责制度以制度
化、规范化的倒逼机制强化政府官员执政为民
的责任意识。以制度规范权力，用制度管事无
疑是一种理性科学的执政手段，这一制度设计
带来的执政效果与美好前景值得公众期待。

在此背景之下出台的干部问责规定，被社
会公众寄予了更高的期盼。然而，一项制度设
计的成熟完满并非能一蹴而就。问责制度也
是如此，除了对问责规定拍手称快，网友的种
种质疑也不无道理：问责规定的相关细则显然
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还是那句老话：“有法必
依，执法必严”，以问责机制实现官员的选择淘
汰，强化官员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最终还要考
验政府的执行力。而在这个过程中，化解公众
心中的种种担心靠的是政策执行政策的透明
与公正。

问责制度化，任重而道远。让公权与责任
同行，值得我们期待！ 据新华社

权力祛魅从承认政府丑闻开始
我们还记得，2007年PX阴云

笼罩鹭岛时，厦门人集体出门散
步。散步，只为偶遇一位愿意倾
听的市长。故事的结果我们知
道，厦门之幸——他们终于遇到
了那位可说服的市长。

城市因为市长而增光。从这
个意义上讲，武汉人是幸运的，他
们也遇到了一位与众不同的市
长：日前，武汉市市长阮成发痛斥

“六连号”事件弄虚作假，坦言这
是政府丑闻。(7月14日《楚天金
报》)阮成发说，“六连号”和出租
车套牌事件，都和“内鬼”有关，

“这就是丑闻，是政府的丑闻。”
“内鬼”弄权，公众已见惯不惊，所
以此事关注点其实在于，阮市长
连用的两个“丑闻”。承认“政府
丑闻”具有标本意义，是因为在记
忆中“政府丑闻”似乎从未在官方
辞典中正式出现过。

“六连号”事件标注的权力的
链条式溃败，本就是一桩丑闻，随
后欲盖弥彰的“55 秒发布会”，显
露的权力倨傲的神情，更令政府
威信扫地。在民间视野里，这是
彻头彻尾的丑闻。可在此前的官
方语境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小心
翼翼寻觅各种“脱敏”的词汇来替
代“丑闻”二字的努力———直到
阮市长如说真话的小孩，一把扯
下那件虚幻障眼的新衣。承认丑
闻，本不需要太多智识，但在当前
情势下却也透出莫大的勇毅。

如今“计划经济”虽已成历史
语汇，不少地方政府似乎还遗留
了“计划形象”的惯性。这个“计
划形象”，是一种由官员主观臆想
出的神化了的抽象的“正面”形
象。代表这种形象的权力机构，
也易产生居于神坛的幻觉，不肯
承认自己也会犯错也有丑闻。这
显然不符合常识。权力机构由人
组成，而人的理性总是有限的，所
以权力机构的理性也非无限的。

人尽皆知的丑事，却不敢承
认是“丑闻”，不承认权力理性的

有限性，只能是自欺欺人。这种
荒诞就像之前的未脱敏的“散步”
和“喝茶”，也如网络上的一些异
化表达一样，其中所蕴含的社会
学信息无法让人一笑置之。它表
明有某种强力控制侵扰了正常的
语言建构，常态表达被迫退入非
正常言说的境地。折射于现实，
则是一幅稍显凄凉而扭曲的图
景。社会学者孙立平先生曾说，
健康的社会必须疏通矛盾释放通
道，不能让不满情绪无限积蓄，否
则将危及稳定。而在“隐藏文本”
频现的情况下，很难说这条通道
是畅通的。

这里，我们不妨看看外国一
些轻松化的表达方式。比如法国
媒体通过揶揄政治人物，让人们
发现政治并非天然面目可憎，它
可以是轻松搞笑的。公开的批评
与讥诮，一定程度上反而维护了
政治群体、权力机关的声誉。文
明政治，轻松生活。只有在这种
官民轻松互动中，才能消弭“防民
之口，甚于防川”的戒备与疲态，
政治也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生活。

温家宝总理说过，没有一个
肯听取意见的政府会垮台！所以
说，与其苦心经营政府无所不能，
永无过错的正面形象，最后弄得
破绽重重，反差巨大，何不以最正
常的真实面目坦然示人？权力祛
魅，打造“阳光政府”和“法治政
府”，就得从承认政府丑闻开始。
承认权力机构也有丑闻，表明权
力也能谦卑地低头，社会生态和
法治生态自然更趋于正常。

政府受雇于公众，公共权力
运作，必须要有最起码的可说服
性和可交流性。权力运行公开透
明，知错能改，坦坦荡荡，是最基
本的官场伦理。所以权力必须是
谦卑的自省的，而非傲慢的，从不
反思己过，从不低头认错。执政
者只有反躬自省，广纳民意，社会
治理才更具理性，公民生活也才
更有尊严。 李晓亮

雷人雷语背后的鸵鸟思维
某些官员和部门的思维逻辑和价值观，已经跟大众逻

辑和公共价值形同陌路，他们过于自信地认为，自以为是或
者自己说是，别人就会顺理成章地相信。

这个无奇不有的时代，“雷人雷语”层出不穷，荒诞说辞
纷至沓来。最近的一位“雷人”是海口市水务局副局长符传
君，其“雷语”就是在回答记者“海口污水问题为何长年未解
决？”的问题时，抛出的那句“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水越黑”。

“水黑”反而成了“发达”的标志，真是奇也怪哉！
乍一看，这句话貌似很“实事求是”。经济发达之地，人

口多，企业多，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排放量似乎比其他落后
地区大得多，水自然就更黑一些。但是这些话从一个水务
局官员口中说出，多少有点强词夺理、推脱责任的味道，难
怪被称为“史上最牛的不作为托词”。

“发达”是否就是“水黑”的借口呢？欧洲的塞纳河曾因
流域内经济“发达”而变“黑”，一度沦为了“死河”。但是，经
过法国等国自1830年以来的不懈治理，如今已水质恢复，
由黑变清。如今的塞纳河流域之发达自不待言，按照符副
局长的逻辑，塞纳河应该越来越黑才是，可为何非但没有如
此，反而“经济越发达”，“水越清”呢？

在符副局长的思维中，恐怕水黑是必然现象，是经济发
达的代价，海口污水问题“长年未解决”，不是水务部门不作
为，而是大势所趋，真理所向。可在大众的认识中，“先污染
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于国于民代价太大，此路不通。
不是民众少见多怪，实在是符副局长的思维与大众认知南
辕北辙。

与公众“同床异梦”的，非符副局长一人。躲猫猫、做梦
死、欺实马……类似事件中所暴露的问题如出一辙——某
些官员或部门的思维与大众认识严重脱节。看守所在抛出

“躲猫猫”、“做梦死”这些说辞的时候，大概凭“经验”以为这
么说就能搪塞过去，就可以瞒天过海、息事宁人；杭州警方
在公布肇事车辆车速为70码的时候，应该也是认为公众可
以接受这个荒唐的结论，忽视了公众追问真相的热情……
某些官员和部门的思维逻辑和价值观，已经跟大众逻辑和
公共价值形同陌路，共识越来越少，分歧越来越大。

公众认为荒谬的道理，在某些人看来天经地义，对大众
的权利觉醒充耳不闻，对民意诉求视而不见。于是，一些不
可思议的话语搭嘴就来，一些荒诞不经的举动动辄而出，并
且固步自封地认为，自以为是或者自己说是，别人就会顺理
成章地相信，殊不知，“理”已变，“章”已改。你的“越发达水
越黑”的治污逻辑已经跟不上大众的环保诉求，你的“躲猫
猫”、“做梦死”和“欺实马”说辞亵渎了大众的知情权。那种
随便应付、指鹿为马的时代已然谢幕，现代社会下，旨在提供
公共服务的政府部门和官员，其思维方式和价值逻辑应该与
时俱进，与大众意识“接轨”，精英放低姿态，权力罩上笼头。

据说，鸵鸟每遇困境，就会把头埋进土沙，以为自己什
么都看不见，就会安然无恙。这种“顾头不顾腚”的滑稽之
举倒有几分可爱。但掌握公权力的某些官员和部门，却容
不得有半点的“鸵鸟思维”，自以为是未必是，一厢情愿的说
辞和做法虽然可以把头埋进土沙之内，可那硕大的身躯，依
然会暴露在外。 薛世君

奥尼尔签名篮球的“试纸效应”
14日上午，NBA巨星奥尼尔乘包机从郑州来

到成都，前往四川绵阳的实验中学板房学校，与那
里的孩子做游戏，并代表李宁公司送去一些篮球
装备。四位小同学得到了奥胖的签名篮球，他们
高兴得手舞足蹈。可高兴劲儿还没过，校方就要
求这些孩子们将球交出，“球是学校的。”没有人愿
意交，“球是奥尼尔送给我们的。”孩子们说道。最
终球仍然被校方拿走，四位同学都哭成了泪人。
（《成都商报》7月15日）

区区一个篮球，就因为有了奥尼尔的亲笔签名
而变得珍贵起来，让学校和学生展开了“争抢”，新华
社的报道说，场面一度混乱，因此还发生了家长跟学
校之间的冲突，让各方非常尴尬。奥尼尔的签名篮
球到底该归谁？这其实是一个不需要争议的问题。

奥尼尔来到成都看望中国学生，虽然是由商业
集团组织“牵线”，但说到底还是一场公益活动。既
然奥尼尔是来地震灾区“献爱心”，既然签名篮球是
奥尼尔答应给孩子们的礼物，其归属权还需要辩论
吗？奥尼尔在当天活动仪式上曾动情地说：“希望
此行能给灾区孩子带来欢声笑语。”因为一个签名
篮球，却引来了这样的不快，去问问孩子，奥尼尔此

行给他们带来愉快了吗？
当然，这不该怪奥尼尔。恐怕奥尼尔绝不会

想到，他亲笔签名的一个篮球，会让一所学校如此
没有风度，会让原本该享受快乐和欢笑的孩子们
受到心灵伤害。倘若有“先见之明”，恐怕奥尼尔
会公开发表声明，“强调”签名篮球的所有权归孩
子们吧。即便是孩童，尚且知道照顾比自己年幼
的伙伴，而一所学校却为了某种虚名不惜与学生

“抢球”，请问师道尊严何在？教育关爱何在？
还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存在“争议”，尽管引起了

学生的“痛哭”和家长的强烈反对，但学校还是如愿
将奥尼尔的签名篮球收归己有。这从一个角度反衬
出，教育管理者与被教育者之间地位的不对等。

“球是学校的”，难道学生不是学校的吗？于学
校而言，学校最宝贵的财富不是华丽的校舍，不是
先进的教育资源，不是一面面奖牌和荣誉称号，而
是一个个代表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学生。学生的心
灵健康和权利诉求在学校眼里，居然还不如一个作
为纪念品的签名篮球，奥尼尔签名篮球无意中充当
了一张“试纸”，检验出了急功近利和缺乏人文精神
的教育生态，令人久久不能平静。 陈一舟

排队退赃：好似一出讽刺剧
日前，重庆万盛区20多所学校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在廉政警示教

育课后主动向检察机关进行问题申报，退还违法所得11万余元。针
对这些主动前来申报问题的人员，检方将根据自首和立功情况的相
关规定，对其进行减轻、从轻处理。（7月14日《重庆晨报》）

一堂廉政警示教育课，就能让人排着队向检察机关申报问
题、上交赃款，这样的廉政警示教育课真是够生动，够有威慑
力。按理说，这样的课应该多上，最好能推而广之。 不过，上一
次廉政警示课就上交赃款，还是不能让人信服。因为早就有腐
败官员一边受贿一边上交部分赃款，还有人拿收受的贿赂款用
来做慈善。但后来一查处，他们上交的只是受贿额中的一小部
分。他们之所以要那样做，为的是捞个清廉的名声以图自保。

当这样的事情一见多，上堂廉政警示课就主动上缴赃款的
行为，倒像一出讽刺剧了。20名校长共上交11万元，是多还是
少？是像以前某些官员一样上交部分零头，还是全部交出呢？
现在，我们无从得知。 网络新闻上几乎每天都有关于腐败官员
落马的消息，而且有些惩处相当严厉。要我说，那就是最好的警
示教育。可是，看了那些消息，没有人上交赃款，偏偏是上了一
堂检察机关组织的警示教育课就上交。这究竟是为何呢？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上堂廉政警示教育课就有人主动上交
赃款，必定是在上课前，检察机关早发现了实实在在的问题，只不
过是借警示课让一些人主动认错。做了亏心事的人，自然心中有
鬼，于是就顺着检察机关铺好的台阶，上交一定的赃款。 但若是
这样，检察机关对上交赃款者的减轻、从轻处理，反倒是把一些人
给“洗白”了。这样的廉政警示教育让人难以信服！ 王玉初

漫画：酒后反贪
“我是嘉陵区反贪局的，你想做

啥？！”12日深夜，一醉酒男子驾车在
南充市区铁欣路上逆向行驶时，将迎
面而来的一辆小车撞上，车上的人下
车找其理论时，他理直气壮，语出惊
人。新闻中的官员，可能平时在官场
上行走，深知反贪局威名的劲道，因而
酒醉之后两军对阵，不等对方喊“来将
通名”，便高声自报家门。 许多官员
混迹官场，总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
以他们最怕的是反贪、纪检部门，这两
个部门的人，手中握有雷霆，成为官场
中的显赫者。 文/小强 图/春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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