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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三公经费”
只是第一步

今年 3 月，国务院下定决心，一定
要各部门在 6 月公开三公经费，为此温
家宝总理专门发出指示。国务院规定的
最后公开日期过了一个月之后，各部门
才陆续公开三公经费，8月之后北京、上
海等地方政府也开始公开三公经费。现
在中央除外交部等少数部门、上海除公
安局、外事办等少数机构外，基本上都公
开了三公经费。而外交部说，因为涉及
机密所以不便公开(地方公安、外事等部
门恐怕也会有同样理由)。多年民众不
得窥见的三公经费公开了，走到这一步
实在不容易。

可以预料的是，第一步不可能让公
众满意，几乎所有人都看不懂各部门、各地
政府公布的三公经费账目。三公费用为何
产生、怎样使用等实质性情况，要么不提，
要么语焉不详，要么一带而过。没有必要
的解释说明，让人读来一头雾水，或者仅有
寥寥数语，因此被网友戏称为“天书”。

所有政府部门公布的三公经费账目

的项目上都是“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
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但普通
百姓乃至温家宝总理却称之“公费出国、公
车私用、公款吃喝”。前者的开销是正常
的，各政府及部门在三公经费公开账目中，
在干巴巴的三个项目下列出干巴巴的数
字，似乎这些款项支出都是合理的。可是，
谁都知道，公费出国、公车私用、公款吃喝
正是被包含在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
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三项里面。

公开三公经费的目的，是为了实现
民众的知情权，是为了遏制公费出国、公
车私用、公款吃喝的膨胀和泛滥。只有
公布三公经费为何产生、怎样使用等实
质性情况，只有公布三公经费的细目，才
能看出哪些是正当的，哪些是腐败。

如果第一步是公开三公经费的账
目，那么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第二步是公布细目，而第三步则是要改
革三公经费了，相信去掉那些不合理的
公费出国、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后的正当

的三公开销不会太多，而就是这些正当
的开销也可以撤销归并，譬如少数可以
享受公车的官员，可以给他补贴等等，但
他也要为此缴纳个税；必要的交际招待，
可以专门单列。如果做到这一步，即使
外交部、公安局这样的部门也可以公开
三公经费了吧？因为正当的秘密经费不
需要混杂在三公经费里，也无需正当的
秘密经费为公费出国、公车私用、公款吃
喝打掩护。

相信有理智的现代公民没有人会认
为政府部门不应该花钱，也不会有人认
为政府官员应当自掏腰包去招待外国或
外省市前来公干的客人。但问题在于，
这些费用首先应当尽量节省，更重要的
是不能转化为官员私人的理所当然的待
遇。要做到这一点，归根结底，不可能仅
靠对三公经费的所谓“规范”政策，而是
要真正建立起公开透明的现代公共财政
体制。

公田

让“拍脑袋规定”
变成废纸吧

一些政府部门出台的规定罔顾现实、不切
实际，难道这些决策者一直生活在真空中？即
使不调查社情、不倾听民意，他们身边总有个把
为孩子入园发愁的亲戚、朋友、邻居吧？作为机
关干部，你的孩子有机会上公办的大幼儿园，并
不是所有孩子都有这个幸运，总得设身处地为
别人的孩子考虑一下吧。“家庭园”在很多城市
相当普遍，它确实不如公办的大幼儿园好，问题
是公办幼儿园名额有限，满足不了需求。在此
情况下，民办幼儿园、“家庭园”解决了很多家长
的燃眉之急，孩子们至少有一个玩乐的去处，有
人照看总比被关在家里或在街上溜达强。

北京市出台举办小规模幼儿园的暂行规
定，正是以务实的态度力图将更多小规模园纳入
规范化管理。昌平区位于北京城乡接合部，中低
收入者和外来人口应该不在少数，有什么理由以
高标准、严要求禁办“家庭园”呢？禁办之后，那
么多孩子该到哪里去上幼儿园？依我看，这些高
标准、严要求很像是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想出来
的，而且与北京市乃至国务院的要求相违背——
就在8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增加财政投
入支持发展学前教育，其中包括鼓励社会参与，
多渠道、多形式举办幼儿园，发展普惠性、低收费
民办幼儿园。“多渠道、多形式”应该包括“家庭
园”，而“家庭园”往往是低收费的。

面对不切实际的拍脑袋规定，人们要么忍
气吞声被迫服从，要么置之不理我行我素，很多

“家庭园”举办者就是抱着后者这种打算且信心
满满：“只要仍然有家长需要将孩子放在‘家庭
园’里托管，‘家庭园’就能存活下去，不会因为
不能申报而消失。”在一些举办者看来，他们以

“家庭园”的身份“非法”存在了那么久，并不是
特别渴望获得小规模办园这个“名分”。

这就是拍脑袋规定常常遇到的情形，犹如一
拳打到棉花上。能怪人们不遵守你的规定吗？好
像不能，因为你的规定没法遵守，况且你的规定不
符合更高层级的规定。所以，就让包括禁办“家庭
园”在内的所有不切实际的规定都变成废纸吧，这
种命运在决策者拍脑袋那一刻就已经注定。

让拍脑袋规定变成废纸，其实也符合拍脑
袋者的愿望，因为他们原本就没打算让规定起
作用。他们比谁都清楚禁，办“家庭园”是不可
能的，仍要出台相关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

“懒政”、推脱责任的需要：有了这个规定，就可
以名正言顺地将众多“家庭园”排除在监管范围
外，省时省力；相关规定出台了，是否遵守是你
们的事，万一你们出事了，可就不关我们的
事。 晏扬

谈“食”色变
我们怎么办

从前几年的苏丹红、三聚氰胺，到最
近的双汇瘦肉精、番禹毒牛杂和上述毒
熟食事件，食品安全问题你方唱罢我登
场，让人们几乎到了谈“食”色变的程
度。不是哪些食品是不安全的，而是还
有哪些食品是安全的。

食品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我
们常说的体系、政府、市场、业者等一系
列方面通力合作之外。最关键要加强社
会治理，建立食品维权组织。政府只有
让企业、民间组织、社区等主体共同参与
治理，运用法律、市场、协商、行政等手
段，才能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更好地治
理社会，因此，食品问题的治理，不仅急
需对生产者、监管者、销售者等多个主体
进行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立法跟进，更需

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全的监督监
管。以香港食品安全为例，除了政府和
市场之外的社会组织——香港消费者委
员会，政府提供经费，但其管理独立于政
府之外。它不定时地抽查食品检疫检
测，产生政府、市场、社会的三角平衡，才
有善治。

食品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
一个时刻都不能松懈的问题，关系着全
社会的每一个人，不止需要全社会的共
同关注也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希望
经过我们一系列的努力之后，让谈论这
样的问题的时候真的能轻松起来，从而
不再谈“食”色变。

陈琼睿

医改从“小”开始
网上曾流传一张照片：北京某大医院大厅

里，排队挂号的人打地铺席地而睡。今后，这
样的场景或许会淡出视野：年底前北京所有三
级医院都将接入114统一预约挂号平台。

北京医疗资源相对集中，“全国人民来看
病”的状况，使医改难度更大。然而，从成立医
院管理局到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正是这样从

“小举措”开始的突破，促进了卫生服务的便捷
性和公平性，带来很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更为
全局性的改革提供良好的基础和难得的经
验。“渐进式”的医改，不能只是“渐”，没有

“进”。这些“小举措”，正是一步步的“进”。
医改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患者的参

与和认同，与合理的制度设计一样重要。北京
预约挂号1个月成功受理26.8万个，医生多点
执业让社区医院也有专家门诊。在这些改革
举措中，群众不仅得利受益，也培养起对医生、
医院和管理部门的信任。这对减少改革阻力、
争取社会合力，同样意义重大。

考题越难，越需循序渐进、步步为营。当
一处处瓶颈被突破、一个个困难被克服，“看得
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或许也就不那么
难了。 金 苍

权力“不检点”
加速秩序的失范

公共权力一旦与造假有染，基于公信而构
建起来的秩序，就会以摧枯拉朽的速度土崩瓦
解，失信弥漫，绝望荡漾——它戕害的不仅是
公民私权，更重要的是公众追求公平、捍卫正
义的信仰。

江苏溧阳夫妇投保13年领不到养老金，地
方部门的说法是当年的宣传册不是合同。问题
是，宣传册内容明确、事项具体，怎么就不属于法
律上的要约邀请？连江苏省人社厅官员也表示

“当地政府应当负责任”的事实，地方部门何以拒
绝履行承诺、放任参保老人损失发生……当这些
问题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封闭而傲慢的权力完全
可以拒绝发言。

权力和约束本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自由
惯了，尺度和分寸难免也会走上“限制级”。这
些年，少数权力卖假证、空许诺的例子还少见
吗？比之于奸商，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
们都在慨叹道德堕落、规则溃坏，事实上，公权
的堕落与溃坏是加速社会整体滑坡的催化剂
——因为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自保的私权如
果不“顺势而为”，很可能成为公权力翻云覆雨中
的沉没成本，一闪念就会丧失了被打捞的可能。

假钞可恨，设若银行流出假钞，就不单单
是个可恨的命题，而更昭示着一种失范的秩
序。同样的道理，权力不作为可憎，但如果权
力熟谙规则的漏洞，在无以监管的领域“积极
作为”，恐怕更“恐怖”。日前，刑诉法15年后大
修，草案一出，众声关注的焦点，无非是对公权与
私权的规置。公权如何严守界限，既不缺位、更
不越位，这是法治的最大难题——在外在监督
很难一蹴而就的当下，最迫切的起码是让“自说
自话”的权力学会如何“说话算话”。

公权如何“说话算话”，看来仅仅靠摆事
实、讲道理是不够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加
大罚单，让“食言失信者”、“胡言乱语者”以官
帽为代价，为自己的作为埋单。同时，追究一
切开绿灯者的责任；二是稀释要权，以切实的
内部制衡机制，防止少数核心权力掌握在个别

“临时工”手里，让所有不检点的权力都能展示
在阳光之下，最终无法遁形。 海 建

为寒门家长
打的地铺
其实很温暖

9月3日，华中师范大学新生报到首日，学
校在佑铭体育馆连续第六年为新生家长打了
近600个地铺，方便新生家长住宿。在网上负
面教育报道频频刺激我们眼帘的今天，看到
这样温情的新闻，说实在的，很难不感动。

华中师大当初为贫困生家长提供地铺的时
候，我就注意到了。网上的议论很多，其中有一
条最具代表性，“母亲的心在儿女心上，儿女的心
长在石头上”。意思很明白，孩子们不能体谅家
长的难处，劳累的父母根本就不应该送孩子来
上学。我觉得，这话有些极端了。虽然我们强
调孩子的独立性，但是在中国，经寒门十几载终
于考进高等学府，已经让天下父母与亲子之间，
有了一种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的特殊情感。这
个时候，送子上学，承载着全家人的期望和满足。

网上有人跟帖说，每到开学时，学校周边
的旅馆都乘机涨价。有些家长不愿意花这个
钱，就瞒着孩子，在公园等露天的地方打地
铺，看了让人心酸。还有人说，有钱交学费，
怎么就没有钱住旅社？这简直就像“何不吃
肉糜”般的不通人情。学费是必须交的啊，但
对家境不宽裕的家长来说，学费已经捉襟见
肘了，当然能省一分是一分，多一点钱，给孩
子在学校改善一下伙食，也是家长的心意！

还有舆论说，这不过是华中师大的一次
作秀而已。但是，在我看来，即便是作秀，这
样的秀也有益无害。并且，这样的秀，一作就
六年，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不仅是一个
人情化的举措，而且是一个非常聪明也非常
有效的教育形式。这是开学后无声的一课
啊，学子们怎么会不记在心头？佑铭体育馆
内，那一张张整齐的地铺，免费提供的毛巾
被，以及免费的洗浴、热茶服务，一下子就拉
近了学校与家长、学校与学子们之间的感
情。这样的场景，就是局外人看了也会动
容。这样温情的举动，在当下的中国，不是多
了，而是少了，太少了。

贫富差距的渐趋扩大，这不仅是一种现
实的危险，而且还衍生出许多病态的冷漠症
状来。权力的势利已经污染了社会，公平的
诉求似乎越来越强烈，但却又渐行渐远。在
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教育机构，最应该以身作
则，挺身而出，为平衡社会权利、弥合阶层裂
痕、注入情感因子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华
中师大此举，就是一个不错的努力。虽然，凭
借这样的一个举措，并不能一举改变教育环
境，培养出全社会的人文关怀来，但能够设身
处地地为寒门家长“打地铺”，就还是能给人
以希望。作为培养老师的教育机构，不能从
点滴做起，以人性的光辉来普照学子的话，那
又怎么能指望学子们，走向社会以后会反哺社
会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华中师大此举，
是教育示范的一个重要方面。以这样的行动
塑造的形象，要比花里胡哨的宣传片有效得
多。

地铺也是一种温暖，地铺并不仅仅只是
提供温暖！ 肖 余

剖腹产
为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

29岁孕妇张琴（化名）的预产期在9月底，
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她提前到8月
底在重庆国宾妇产医院剖腹产。因为是在37
周就提前出生，女婴出生后患上新生儿肺
炎。（9月6日《重庆晚报》） 唐春成 绘

抱怨油价没涨够
不只是黑色幽默

俗话说“贪心不足蛇吞象”。如今，这
话恐怕有些落伍了，现在应该是贪心不足

“两桶油”。“两桶油”赚得一塌糊涂，大把
派发红包，却仍抱怨涨价没到位。

油价居高不下，民众很无奈。网络
上，有人调侃道，“如果通信运营商接管

‘两桶油’，那全国人民有福了。因为，油
价保证只降不涨，加油保证只多不少，服
务保证只高不低，油品保证只好不差，还
有送油费、送手机等超值优惠，大客户还
可享受上门送油服务。”会心一笑之余，
一个沉重的问题值得反思。正如亚当·斯

密的名言，“我们能够获得晚餐，并不是因
为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
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逐利是资
本的天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道路更是没
有尽头，但为什么成品油和通信两个不同
的行业，会让人做出迥然的消费预期？

一言以蔽之，贪心不足“两桶油”的
底气，来自天然的垄断地位和畸形的定价
机制。一方面，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
大国有控股企业把持着国内成品油90%
以上的市场份额，国内石油的勘探和开采
以及原油的进出口更是100%控制在“三巨

头”的手里。财大气粗难免“店大欺客”，缺
乏降价促销、优惠让利的动力。相关部门
的政策袒护更是彻底惯坏了“两桶油”，又
是规定“国内各炼油厂生产的成品油要全
部交由石油集团、石化集团的批发企业经
营”，又是把好不容易收上来的“暴利税”转
手以补贴的形式还给“两桶油”。大树底下
好乘凉，油企巨头得到政策的阳光雨露，更
加骄纵霸道。

另一方面，现行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存
在严重缺陷。涨跌数值看似相等，但涨价的
时候基数低，容易达到+4%，跌的时候基数
高，不容易跌到-4%。如是“精算”怪圈，让油
价“涨多跌少、涨易跌难”成为现实悖论。而
在具体执行中，中石化、中石油更是钻制度
的漏洞，有意无意地放弃了自主定价的权
力，变“最高零售价格”为“唯一零售价格”，广
大消费者几乎没有话语权和选择权。

派发可观的红包，却抱怨“少收了三五
斗”，两桶油的锱铢必较勾勒出贪得无厌的
丑相。然而，我们不能把贪心不足“两桶
油”仅仅当做一个痴人说梦的黑色幽默，必
须通过打破市场垄断，完善定价机制，尽快
让“两桶油”从呓语状态清醒过来。否则，
民生福祉做出再大的牺牲和让步，也填不
满“两桶油”贪婪的胃口。 遇 哲

戴不完的帽子

郝延鹏郝延鹏 绘绘

截至9月5日，上海已有40个市级部门公开了三公经费，应该讲上海基本上已经公开了市级部门的
三公经费，而不是像上月初只公布了一个上海市市级单位的三公经费的总数。

“三公经费”又称三公消费，它的不透明已被社会诟病多年。三公经费名义上是用财政拨款开支的、
仅限于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范围，但在许多老百姓眼里，实际上一个人
只要获得了公共权利，就同时也获得了衣食住行方面的便利和在很大程度上随意使用公共资源的权利。这
种特权是由公权力所带来的，反映了一种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因此三公消费的社会口碑是很差的。但是，就
是这种社会口碑很差的三公经费，广大人民群众虽然隐约知道其花费巨大，但究竟多少却始终不得而知。

“白得发亮的泡脚凤爪、黄
得像金子一样的烤鸭、红得透
明的牛肉干……你能想到吗，
这些‘秀色可餐’的食品竟然带
有剧毒。近日，重庆市酉阳土
家族苗族自治县检察院以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依法
批捕了黄仁真。”（9月4日《检
察日报》）

在油价“为何只涨不跌”的声声质疑中，中石化、中石油凭营业收入领
衔国内A股市场前两位。中石化今年中期继续拿出近300亿元给股东派发
“红包”，估算下来与银行一年定期收益相当；中石油也计划拿出87亿元分
红，但两公司均在抱怨，因为成品油价格上调不到位导致炼油板块亏损。(9
月5日《北京晨报》)

今秋开学，北京市昌平区出台了关
于举办小规模幼儿园的办法，其中规定
“幼儿园不应设在居民住宅”，而这一点
在《北京市举办小规模幼儿园暂行规定》
中并未提及，它意味着昌平区普遍存在
的“家庭园”将无法申请小规模办园的资
质。(《新京报》9月5日)

两则新闻，不妨比较阅读：一是9
月5日《中国青年报》消息说，河北企业
家张连军和杨卫国花费500万元办理矿
权证，谁知此证竟然是假的，而国土部工
作人员表示，当时仅是帮忙转交档案袋，
整件事与国土部无关；二是同日的《人民
日报》消息，1992年，江苏溧阳民政局开
始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周建芳夫妇
两人1997年花两万元参保，13年后，却
被告知当初的保险承诺已无法兑现，只
能选择退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