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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是从政道德的底线

为政之要在于廉洁，廉洁之本在
于自律，自律之道在于防患未然。

清正廉洁是对人的行为及道德修
养的基本要求，更是党员干部执政操
守的核心，是应有的基本政治品格，是
从政道德的原则和底线，需要每一名
党员干部持之以恒地加以坚守。

廉洁，不仅要求党员干部在平时
不贪不取，更要求其在独处的时候能
够严格自律，正可谓慎独、慎微、慎
情、慎友等，能够做到“胸怀真善美，
两袖不染尘”的自省，做到“贫贱不能
移”、“宠辱不能惊”的自励，做到“权
是双刃剑，荣辱一挥间”的自警，做到

“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的自爱。
作为新时期的党员干部，一定要以贤
为镜、以廉为先，切勿与贪做伴；要常
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
欲之害。

只有确立了这样一个清正廉洁、
严于律己的标准和目标，才能堂堂正
正地为官做人，才能安安稳稳地成就
事业，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追
求。反之，突破了这个底线，丢掉了这

个标准，放弃了这个目标，放任放纵自
己，到头来只能是深陷腐败的泥潭。

前不久，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因以
权谋私、腐化堕落被开除党籍、移送司
法机关。这一案件最深刻的警示，就是
党员干部必须廉洁自律。近年来，我们
党内所滋生的腐败现象让人深忧、所查
处的腐败案件发人深省、所总结的腐败
教训令人深思，让我们从中受到了极大
的触动，得到了深刻的警醒。

保持廉洁，防微杜渐是拒腐防变
之堤。一些党员干部滑入腐败“泥
潭”，缺口往往是从喝点小酒、收点小
礼上打开的。他们认为只要不犯大错
误，不搞大腐败，偶尔得点小实惠无伤
大雅，于法纪有隙可乘。然而，千里之
堤，溃于蚁穴；小节失守，大节难保。
廉洁自律需防微杜渐、警钟长鸣，牢筑
拒腐防变之堤。勿以恶小而为之，勿
以善小而不为，党员干部应从一点一
滴入手防范腐败，把好第一道关口，守
住第一道防线，编好“安全网”，织密

“防护网”，冲破“关系网”；要自己给自
己立规矩、自己给自己定框框、自己给

自己不方便，不该说的不说，不该拿的
不拿，不该去的地方不去，守得住清
贫，耐得住寂寞。

心不廉则无所不取，心无防则无所
不为。清正廉洁是一项长期的思想作
风建设，绝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它的效
力在于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党员干部
要始终坚持把廉洁自律作为一种思想
境界来提升，作为一种职业操守来要
求，作为一种工作能力来培养，牢固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
观、地位观和利益观。特别是在面对诱
惑、陷阱时，保持清醒头脑，时刻警钟长
鸣，在感情上把握住原则，在行动上把
握住分寸，在生活上把握住小节，务必
做到政治上清醒、经济上清楚、生活上
清白，守好自己的精神家园。

广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一
定要加强党性修养和道德修养，修身
立德、洁身自好。只有做到眼不花、嘴
不馋、手不伸、心不贪，不义之财不取、
不仁之事不为、不正之风不沾，才能防
微杜渐、抵制诱惑、拒绝腐败，无愧于
党、无愧于民、无愧于心。 毛磊

如果丁志健有一点准备，车上配备逃生锤，有
一点逃生技巧，用锤子猛砸车窗玻璃，恐怕就没有
后来的悲剧。不只是丁志健，如果那些陷入危急
之中，打不开车门的人，都有一点车内逃生技巧，
估计悲剧会少得多，北京这场大雨造成的死亡人
数会少得多。这暴露出一个严重问题，人们的车
内逃生技巧很是缺乏。

这两天，人们在谈论并交流着各种破窗方
法。记者按照网上推荐的“汽车座椅上的头枕”、

“汽车内附工具中的拖车钩”、铁锤破窗等多种方
法，一一进行了试验。最终发现，“汽车座椅上的
头枕”基本不靠谱，而用拖车钩甩砸、逃生锤砸则
相对容易成功。感谢这些富有责任心的媒体，他
们做了一些专家甚至相关部门应该做但没有做的
事，帮助我们认识了一些误区。否则，人人按照网
上介绍的“汽车座椅上的头枕”破窗法，岂不是误
了卿卿性命。这也在提醒，今天我们在车内逃生
技巧的研究上，还远远不够。

这几年汽车以一个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高速
增长着。资料表明，2012年上半年全国机动车和驾
驶人保持快速增长趋势，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总
保有量达2.33亿辆，其中汽车1.14亿辆；全国机动车
驾驶人达2.4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1.86亿人。与
2011年年底相比，上半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增加
826万辆，增长3.67%。曾经羡慕过的“车轮上的社
会”，已经活生生的来到了身边。人们惊喜于汽车带
来的GDP，感慨于汽车带来的拥堵，因为北京这场
暴雨，又不得不反思车内逃生技巧的缺乏。

进入了汽车社会，也意味着进入了风险社
会。没有人想去主动惹风险，但谁能保证风险不
来敲门？当风险发生时，如果掌握一点车内逃生
技巧，到时会避免多少悲剧发生？可就目前情况
来看，一方面，社会对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另一
方面，有限的知识人们也掌握得不够。

就当前的现实来看，可以把车内逃生纳入驾
校培训。驾校不仅应该传授驾驶技巧、汽车文明，
还应该让受训人熟练掌握各种应急情况的处理，
在突发事件来临时学会机智应对。驾校可以预设
汽车被淹、汽车起火等一些场景，模拟在紧急情况
下割安全带、砸车玻璃等行为。这种逃生技巧训
练也许一辈子用不上，一旦用上了挽救的就是生
命。这或许增加了驾校培训的难度，但这种麻烦，
是应对风险社会的必答题。

一场地震，让我们知道了普及地震知识、学习
地震逃生的重要性；一场暴雨，应该启发我们加强
车内逃生技巧的研究和培训。这种研究培训，给
应对风险社会加上了一道“保险杠”。毛建国

厦大“爬树课”的消息出炉，引起
舆论哗然，当然以叫好者居多。从教
育本身而言，“爬树课”的出现，无论是
对于中国大学还是对于通用性教育内
容缺位的中国教育，都具有非常积极
的意义。不过，在现实的语境下，应该
对厦大即将开设的“爬树课”给予“谨
慎的关注”，过度的赞誉或者过度的杂
音其实都不可取。

美国的通用技术已走进学生课堂
69年；德国通用技术课的课时，超过物
理、文学等主课；日本和英国，相关技
术课程几乎贯穿从幼儿园到高中的
整个过程。而我们的通用技术与教
育体系的联姻，至今不成气候。偶尔
会出现一两所教学生“换灯泡”、做家
务的中学，冷不丁也会冒出厦大这样
拟开设“爬树课”的大学。纵然是打
着素质教育的旗号，在中小学教育阶
段流行的也不是生存技能和实用技

术，而是五花八门的特长。在中国，
会弹钢琴的孩子太多，但能自己洗一
双袜子的孩子太少，这就是现状，是
差别也是差距。

当然，教育的创新和进步，什么时
候都不算晚。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
的教育进步似乎总是跟在西方发达国
家的屁股后面，有的“东施效颦”，有的
生搬硬套，而结果则无二致：南橘北
枳，以教育革新的名义施行的“拿来主
义”，效果并不理想，因之极容易不了
了之。这样的“生硬”让创新的教育生
动大为失色。

譬如既然目的是培训逃生技能，
为什么非得简单套用美国大学的“爬
树课”？如果没有“树”，是不是还要将
学生拉到山林里进行授课？教育成本
抬高谁来埋单？倒也不是说“爬树课”
的形式不好，只是我们的大学其实更
应该拥有具有自己内涵的教育载体和
模式。事实上，美国大学“爬树课”的
教育形式只是通用技术教育体系中的
一个环节，等我们学来了“爬树”，人家
已经开始“爬山”乃至“下海”，到头来
发现，我们只爬上了一棵树，人家却已
经拥有了一个完整的世界。

大学多开设实用性强的专业教
育，让大学生能在校园中学到更“实
用”的知识和技能，增强就业能力和社
会竞争力，已成社会共识。但很显然，

“通用技术教育”绝不是一所或者几所
大学心血来潮开设一堂“爬树课”那么
简单。 陈一舟

百元大钞不禁花
货币供应要减速
上半年，宏观经济持续下滑，居民价格消费指

数也在6月份创下了29个月以来的新低。从去年
7 月的 6.5%创下本轮通胀的新高，到今年 6 月的
2.2%，居民价格消费指数回归明显，但是，与此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老百姓并没有感受到价格的真
正下降。有媒体测算，现在一张百元大钞，其购买
力只相当于2006年的80.95元。事实上，尽管6月
份居民价格消费指数回落至2.2%，但这只是涨幅
的回落，而不是价格真正的下降。因此，居民并没
有感受到生活成本在下降也就可以理解了。

同时我们看到，由于前几年应对危机，货币政
策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宽松政策”，导致广义货币
供应量增速明显。笔者发现，如果比较近10余年
的平均通胀率，中国和美国、德国等几大经济体差
别并不大。美国近10年的通胀率差不多在2%左
右，中国比美国高一点，差不多在2%到3%，德国
自加入欧元区以来10年通胀率控制在1.6%左右。

尽管如此，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却大不相同，近
10年来，无论是欧元还是美元的购买力，和10年
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现在的100元人民币和
10年前的100元比，实际购买力差别很明显。

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
某种程度上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物价变动的真实情
况，也不能真实反映人民币的购买力的变化。事
实上，考察30多年以来，中国货币的真实供应量，
也能从另一个层面回答上述问题。

比如，2011年，中国的GDP规模为47万多亿，是
1978年3645亿GDP规模的128倍。但同期，广义货
币供应量却从1978年的859.45亿元增长到2011年
年底的85.2万亿元，为991倍。货币供应量增速高于
GDP增速的7.7倍。用人民银行前副行长吴晓灵的
话说，“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
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居民收入的增速也低于
GDP的增速，100元人民币贬值的速度可想而知。

从全球新兴经济体货币供应量与GDP的关
系看，在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GDP供应量增长快
于GDP增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但是，不
可否认，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却远高于正常的
范围，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恶化了收入分配的情况。

而且，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过于庞大的
“货币存量”，特别是近年来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
物价整体上涨的趋势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很
多专家都认为，未来五年，中国物价如果可以控制
在3%到5%以内，已经算相当理想了。如果物价
总体上涨，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又没有发生太大
的变化，则人民币未来购买力继续贬值的趋势也
将不会改变，而这很显然，并不符合我们扭转收入
分配失衡的努力。 马光远

罚单作废
尊重民意的一个标本

小小的一张罚款，一头连着民心，一头连着政
府。“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上午车主反映贴罚单，
下午就表态罚单作废，相关部门动作之快堪称神
速，自然让车主快慰，网友激赏。

从贴罚单到网友咆哮，再到罚单作废，这是一
次优质的官民互动实践，相关部门释放的诚意体
现在两方面，一是反映快速，二是纠错彻底——不
仅罚单作废，还严肃处理当事协管员。放眼当下，
官民互动并不罕见，早已形成了较为常态的制度
化机制，但互动如此迅速、呈现出如此明显的效
果，实不多见。

由此，便带来三个启示。其一，在互联网等多
种载体多元化的今天，官民之间沟通确实很便捷，
两者也许存在较远的地理距离，但网络使沟通变
得无障碍，职能部门应通过多种方式倾听民意；其
二，对民众的合理诉求，职能部门不仅要倾听，更
要满足，且及时满足；其三，即便领导一时无法把
握民意，但职能部门、领导秘书也完全可以将民意
传送给领导，以供领导掌握充分信息，及时决策。

罚单作废，堪称尊重民意的一个标本，也是一
次官民良性互动的积极实践。在互联网时代，它
向广大官员提供了颇值得赏析与践行的标本意
义，即，权力应该保持敏感，敏锐地把握民意脉搏，
并迅速作出正确决策，以响应民意。“知屋漏者在
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别忽略来自草野的声音，
别冷对网友的合理诉求，对话是达成共识的前提，
尊重民众的合理诉求，是消弭矛盾的法宝。

当然，具体到当事协管员被处理，也许他们
不无委屈。我们可以指责他们机械，缺乏人情
味，但他们只是单纯地遵守制度。基于此，为了
预防罚单事件重演，职能部门不妨提前决策，尽
早将制度明确化，比如，对暴雨造成的“趴窝”车
辆一律不贴罚单，除此之外，遇到暴雨，收费站
应对车辆免费等等。 王石川

扶正“稳增长”与“控房价”天平支点

两个月内中央连发9次信号“稳楼市”，
一方面，说明中央房产调控的政策指向非
常明确，抑制楼价反弹的决心很大，也有助
于回击个别地方政府为楼市松绑的试探行
为。另一方面，反证全国各地楼市升温的
迹象明显。据报道，近期全国各地的房地
产市场不断升温，许多城市成交量和价格
也都创出了调控以来的新高，地王、日光盘
也是频出，在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中，6 月共有 25 个
城市房价环比出现上涨。

有专家认为，中央两个月内连发9次信
号，其重心是指向地方政府的，因为地方政
府有可能会想方设法出一些招数来刺激房
地产市场，刺激土地的交易。事实的确如
此。在楼市调控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一直在博弈——对中央而言，全国是

一个大棋盘。楼价虚高，楼市泡沫严重，最
终会搞垮中国经济大势；再者，楼价是经济
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事关社会和谐与稳
定，挤干楼价水分，回归合理价位，也是公
众呼声、社会大体共识。中央强力抑制畸
高房价，别无选择。但对地方政府而言，地
价越高，房价越高，且土地与楼房“炒”的火
热，他们越能得利得益。比如，能拉升地方
GDP增长，获取丰厚的土地出让金，收取不
菲的税费……虽然，楼市的“虚火”，所带动
的只能是诸多产业链条的“虚火”，但急功
近利的一些地方政府，恐怕没有长远眼光
和大局意识去兼顾。

事实上，时至今日，楼市调控政策已经
陷入尴尬境地。一是存款准备金率下调、
降息轮番出现，一部分资金不可阻遏地进
入楼市，让近期楼价出现止跌回升势头。

二是今年以来，经济一直在下行通道中，尤
其是二季度，GDP 增速“破八”同比增长
7.6%，一下子跌回了3年前。对此，有不少
人认为其“罪魁祸首”是楼市调控，抑制了
全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而刺激房地产市
场，刺激土地的交易，无疑是提振经济增长
的强心针。

基于此，未来摆在中央面前的一道难
题，就是如何扶正“稳增长”与“控房价”之
间的天平？给楼市松绑？以前所有的楼
市调控成果将前功尽弃，楼价会强势反
弹。不松绑，个别地方财政会捉襟见肘，
地方经济发展大受掣肘进而影响全国经
济增速……

其实，扶正“稳增长”与“控房价”之间
的天平，并非没有支点。当前，房地产健
康发展的“死结”在于：地价畸高，各种税

费畸多，用专家的观点概括，就是房价的
构成因素有4个“1/4”：其中建安成本是1/4、
土地成本是1/4、税收是1/4以及开发商利
润是 1/4。土地价格和税收不“挤水”，腐
败成分不剔除，抑制房价只能是痴人说
梦。在这种情况下，楼价下降幅度太大，
房产商“死”；而不降价，地方经济只能停
滞不前。

很显然，让楼市活跃起来，房地产红火
起来，找到扶正“稳增长”与“控房价”之间
的天平支点，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要舍得

“割肉”，比如，地方政府大幅降低地价，减
少税费，特别是剔除重复收取的税费，从根
本上为降低房价提供空间。只有如此，楼
价才能回归合理，房地产业才能健康有序
发展，并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发展，确保各
地经济“复苏”和“稳增长”。 惠铭生

顺微博者得和谐
逆微博者失公信
有感于近来微博在一系列公共事件中的活跃，

一位官员朋友向我感慨：随着公众运用微博的熟练
程度的提升，微博对突发事件的介入和行动速度也
快了很多，两三个小时内就能从一般的信息发布、到
施以援手、到寻找最美、再到支招儿，直至问责。

在一次次介入公共事务的民主操练中，网友
已经对微博运用自如：知道怎么通过微博凝聚分散
的网友，怎么将碎片化的信息整合成较完整的信
息，怎么吸引注意力让自己的声音被更多人看到，
怎么借助微博去推动公共行动。越来越熟练的微
博运用，正将微博的公共效用发挥到最大程度。

进入的低门槛，表达的相对自由，开放性，草
根性，平等性，接近性，零距离，使微博的影响力迅
速超越传统媒体，在很多人眼中，微博早已超越很
多传统媒体而成为他们心中的主流媒体。一事当
前，先看微博，只信微博，并养成了通过微博进行表
达和与人交流的媒介使用习惯。当多数人养成了
这一习惯后，民众就有了一种凝聚成合力的媒介。

当微博在突发事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民间声音和行动迅速凝聚，甚至主导了事件的
舆论场时，对政府的舆论引导工作是不小的考验。
政府应当在顺应微博舆论场中发出官方声音，融入
微博之中与微博共舞，顺微博者得和谐，逆微博者
失公信。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在这一次北京暴雨的
微博舆情处理中，树立了一个很好典范。

不融入微博之中，还像以往那样摆官僚的谱
儿，等其他人慢慢汇报，慢慢走程序，网上早就是铺
天盖地的批评声了，官方已经变得无比被动。民众
在突发事件中运用微博越来越娴熟，缩短了舆论形
成的时间，留给政府反应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

微博超强的自组织能力，实际上也形成了一种
倒逼机制。比如，在过去，一个突发事件上，政府救
援的迅速稍慢一些，也许还问题不大。可在微博时
代，微博迅速组织形成舆情，民间救援走在了政府前
面一大步。政府的组织慢一拍，就会显得比较刺
眼。这时候，负责任的政府部门，不仅应该融入微
博，借助微博的力量，还要有与微博竞争的意识。

顺微博者得和谐，逆微博者失公信，这么说，
并不等于必须迎合和讨好微博。绝非如此，微博
鱼龙混杂，有不少虚假信息。“顺”的意思并非让人
们去惟微博马首是瞻，被微博牵着鼻子走，而是应
该融于其中听取微博中的民意，关注这个日益重
要的舆论场，寻求理解和共识。

无法回避的现实是，中国当下有两个舆论场，一
个是以传统官方媒体为代表的舆论场，一个是微博所
代表的民间舆论场，两个舆论场显然缺乏交流，在很
多时间甚至传播着相反的声音。如果两边继续像今
天这样自说自话，缺乏交流，激烈的冲突难以避免。

看看当下的突发事件的处理，凡是处理得好
的，都是微博运用得好的；凡是处理得差的，都是
在微博上被批得一塌糊涂。是顺，还是逆？实践
早就给出了答案，我们不能悖传播规律和时势去
行事。 曹 林

盲目效仿
吃苦头

据报道，北京的排水预案为何没有阻挡住近日特大暴雨给京城带来一片汪
洋？北京市排水集团总经理陈明表示，京城有90余座下凹式立交桥只能靠雨水
泵站进行抽水，而这些雨水泵站都建于上世纪，当时的城市建设都是向苏联这样
的干燥国家学习的，制定的标准很低且不科学，排水设施自然会“拖后腿”。这再
一次表明，决策者一旦抛开了科学发展观，盲目地全盘硬搬国情并不相同的别国
经验或模式，会使国家蒙受损失，使百姓遭受苦难。 吴之如 文/画

民政部通报，61年一遇的特大暴雨造
成北京境内共37人死亡，7人失踪，《阿阿
熊》杂志社社长丁志健是其中一个遇难者。
丁志健想尽办法自救，还用头去撞玻璃；但
头都撞破了，也没有撞得开。后来妻子提醒
他拿锤子砸，但丁志健已经没有力气了。（7
月24日《扬子晚报》）

前一天雨夜趴窝车，第二天一早就被
贴条。当日下午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就表态
称：“雨后以服务疏导为主，对因雨受困车
辆联系车主；对22日协管员擅自粘贴的违
法告知单不予录入；对擅自贴条的当事协
管员严肃处理、调离工作岗位。”此事引来
车主一片叫好声。（7月23日《北京晨报》）

“厦门大学微博协会”近日发布
微博称，厦大将开设爬树课。在这门
课上，可以学习如何安全爬上任何
树，并在上面自由移动，甚至“在树木
之间灵活穿梭”。该微博还称，目前，
厦大已经开始在本部后山寻找合适
的场地。（7月24日《厦门商报》）

19日晚上，国土资源部和住建部联合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不放松，密切
配合做好各项工作，不断巩固调控成果，坚决防止房价反弹。截至目前，中央两月内连发9次信号
“稳楼市”。（7月22日《扬子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