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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厉行勤俭节约、反对
铺张浪费”的讨论在全社会引起强
烈共鸣。一个普遍的共识是，领导
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才能有
效刹住浪费之风，树立节俭新风。

铺张浪费、奢侈挥霍为何屡禁
不止？这与一些领导干部的奢靡习
气不无关系。一些人不是想着怎么
为百姓干实事，而是沉迷于要待遇、
比规格、图享受，把各项规定抛诸脑
后。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浪费陋习一级一级传染下去，必然
是有禁不止、有令不行，使得一些地
方楼堂馆所何其豪华，迎来送往何
其热闹，觥筹交错何其铺张。正如
俗话所说，房檐下的冰溜子——根

子在上头。
铺张浪费的背后，存在的观念

误区更须警惕。一些人以为，现在
经济发展了、收入增加了，吃点、喝
点、玩点、用点，不过是“牛身上拔根
毛”。殊不知，推杯换盏之间，喝坏
了党风政风；高楼华宇之中，日益疏
远了群众。浪费之风不仅挥霍了公
款和公共资源，也在损害党的威信
和政府的公信力。

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首先要求各级干部转变观念，深刻
认识到“浪费也是腐败，节约也是政
绩”，把勤俭节约作为政德标准。“善
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领导干部
要从我做起，自己首先不搞排场、不

破标准、不要超标配置，事事简朴、
处处节约，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跟
着一级学，就会聚合崇俭抑奢的正
能量。政风简，民风淳，这对净化社
会风气也有积极作用。

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政治
本色，我们的国家越发展，党员干
部就越要艰苦创业，坚持勤俭办一
切事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
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群
众眼里，领导干部的公务消费，正是
映照奢与俭的明镜。当前，正值各
地两会召开，又值春节临近，各级领
导干部务必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务
实开会、简朴过节。人民群众在期
盼，更在评判。 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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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2日在
中纪委全会上强调，要有腐必反、有
贪必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
打；同时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
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
工作作风。

习近平讲话再清楚不过地表达
了中央反腐的决心，他强调“把权力
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尤其显示了中
国社会对于限制权力有着高度的共
识，中央的态度连着社会草根，中国
不存在鼓励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的
力量。

反腐败被广泛认为是复杂、艰巨
的事业，中央的坚定决心是推进它的
第一个前提。现在这个决心已经不
容怀疑，接下来我们追求实效的过
程，必将是中国政治改革实际迈步的
过程。

的确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里，反腐败才能收获正果，同时带
来与权力相关各种问题的一揽子解
决。这就要求这个笼子得是真笼子，
而且是建设性的笼子。它既能遏制
问题，也能在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未来
之间承前启后。

其实中国一直不缺解决难题的
决心，缺的是全社会对难题前因后果
的理解和共识。此外，人类以往解决
类似难题的方式很少，缺乏可选择
性。比如对付腐败只有在西方发达
社会的一种经验，它被用在第三世界
国家里大多没带来同样的效果。

中国不可能编出一个同西方一
模一样的“制度笼子”，如果这样编，
中国就会变成南亚或东南亚那些国
家的翻版，既未必能治住腐败，还会
把国家推向巨大的不确定性中。

中国必须以极大的政治决心和
坚韧不拔的耐性编织我们自己的笼
子，我们需在世界政治经验中博采众
长，同时勇敢调动自己的想象力，既
善于学习，又敢为天下先，以足够的
韧劲和清醒扣紧中国实际，解决中国
的问题。

中国国家大，底子薄，发展的任
务相当繁重，这要求政府扮演比在西
方国家更积极的角色，对决策力也有
了更多现实需求。中国限制权力的
真正难点在于如何化解它与上述需
求的二律背反，我们必须就破解这个
难题充分调动政治智慧，实现从理论
到实践的突破。

中国各级政府需要保持它们的
决策力，但官员们的权力必须严格限
制在公共领域，不能向私人领域僭
越，那些暗度陈仓的灰色地带都应被
封堵。权力都有自我膨胀的倾向，引
导周围环境对它的屈服，权力的规范
性需要全社会参与的反复打磨。

中国已是对贪腐官员惩罚最严
厉的国家之一，这些年被处以极刑的
中国贪官最多，被判刑的中国贪官难
以计数。但这治不了本，人们对制度
的笼子编成什么样充满了期待。

官员财产公开已经成为舆论焦
点，对它的渐进式推行也有不少严肃
的学者在出主意。官方对这个问题
的正面回应越来越有必要。

技术的发展已在强制扩大权力
运行的透明度，人民群众在互联网的
帮助下成为监督权力的踊跃参加者，
中国的“制度笼子”应同民间力量融
为一体。

无论怎么做，把腐败压下来是全
社会的共同目标。从十八大以后的
情况看，反腐形势已在出现令人鼓舞
的进展。我们还来不及总结这几个
月实际都发生了什么，我们在匆匆忙
忙往前走，但世事已在变化，事情虽
难，但我们没有灰心丧气的理由。

据《环球时报》

能否将公款吃喝
视同贪污入罪

在21日召开的吉林省委常委会议上，吉林省委书记王
儒林在痛斥公款吃喝时说，“有的领导干部一顿饭要花上万
块钱”，22日就看到海南省一桌高达1.5万余元的公款消费
账单。看来，遏制公款大吃大喝，任重道远。

一直以来，中央高度重视禁止公款大吃大喝，中央及各
地相关规定是一个又一个，文件是一发再发，但一顿饭动辄
上千、多则过万的公款吃喝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公款本
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此大吃大喝，挥霍的不止是老
百姓的血汗钱，也挥霍掉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与民心。

为何有人对中央的严格规定视而不见？追根溯源，一
方面，所吃的不是自己的钱，买单的都是纳税人。另一方
面，心存侥幸——只要不贪污，吃多点、喝多点没什么。相
反在“潜规则”下，吃的账单越大，越有面子，被招待者则越
高兴，如果被招待的是上级，更是能吃出某种关系来……有
民谚曰:“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实际上，公款大吃大喝，就是
极大的浪费——哪一桌“公款餐”当吃者觥筹交错、酒足饭
饱过后，留下的不是剩菜满桌？不仅浪费了公民的税款，更
浪费了公权力的信誉。再往深里追究的话，用公款大吃大
喝，是在以公款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以公款为自己拉关
系。称之为“变相贪污”，似不为过。

十八大提出改进工作作风“八项规定”后，全国各地兴
起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规定，厉行节约浪潮。
但要从根本上杜绝大吃大喝等奢侈浪费行为，一是要从制
度建设上入手，比如严格财务管理、公款吃喝管理，缩减公
务支出预算，规范报销程序，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二是对违
反公款使用制度的单位和个人，要从严处理。最有效、最能
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对公款大吃大喝视同贪污入罪。唯
有如此，公款大吃大喝风才能得到有效遏制。 张绪才

城镇化莫以
高能耗为代价

据国家能源局规划司司长江冰介绍，近几年发展规律
显示，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推动能源消费8000万吨
标煤。2020年城镇化达到60%时，将拉动全国8亿吨标煤
能源消费。城镇将成为未来我国碳排放和能源资源需求
增长的主要领域。

8亿吨标煤能源消费是什么概念？研究人士测算认
为，这基本上是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三个国家能源消费
之和，接近整个南美洲能源消费总量。

事实上，目前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已经暴露出一些问
题，例如能源资源消耗增长过快，交通拥堵、城市规划和产
业布局不合理、配套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凸显，城镇化质量
普遍不高，高碳排放特征比较明显。

工业革命后世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和亚洲一些
国家城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都表明，没有坚实工业化支
撑的城镇化，就像“空中楼阁”，华而不实、不牢靠。而在推
进工业化、GDP翻番的进程中，能源消费总量注定与日俱
增。随之而来的污染物排放也将升高，超过环境容量和承
载能力，大气空气质量将继续恶化，或许，近来持续侵扰全
国大部分地区的“灰霾天”也将成为常态。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严重地消耗资源和危害环
境，是不可持续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把生态文明
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因此，在未来城镇化的发展历程中，
继续走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率的老路，既不可取，
更不可能。

笔者认为，在未来的城镇化发展历程中，首当其冲的
是要推进城镇低碳化。例如，在城乡规划、能源资源开发
利用、产业结构调整、土地使用建设等过程中，要优先考虑
生态环境的承载力，资源能源的支撑力，形成在开发中保
护、在保护中开发的良性循环。这就离不开政府财政的支
持，需要按产值比例逐步加大投入，确保低碳经济发展的
基本需求。

具体地说，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是能源的高效利用，
尤其是终端的高效利用，二是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
用，二者并进才能够实现城镇低碳化的目标。

另外，由于城镇化与工业化密不可分，因此在优化经
济发展模式、产业升级和转型时，也要结合实际情况，通过
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
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
展形态。

王莹

1月21日，在披露2012年经营业绩预估
的同时，华为首席财务官(CFO)孟晚舟称，公
司承诺全年给员工发放奖金达到125亿元。
在春节假期将至，年终奖成为敏感话题的这
个时间段，华为的125亿元奖金立刻成为坊
间热议焦点，在媒体上，微博上，这个巨大的
年终奖总数被飞速传播。

细究起来，严格说这 125 亿元并不一
定完全是年终奖，因为孟晚舟说的是“全年
给员工发放奖金”。

饶是如此，125亿元也已经是一个相当
巨大的数字，即便拿华为全球大约15万员
工相除，人均算起来也有 8.33 万元之多。
更何况这还并不涵盖员工持股分红。

通过125亿元的奖金，华为再次擒获舆论
眼球。而对外界来说，华为这次高调披露奖金
数目及其他运营内情，亦有多重含义值得解读。

125亿元奖金，给外界最表层也是最直
接的解读是：华为是一家对员工很慷慨的
公司，华为2012年净利润总额154亿元人
民币，能使员工的奖金占到净利润的八成
以上，这并非所有的公司都能做到(当然，
这并不是说华为把净利润都当奖金发出
去，奖金属于成本)。

125亿元奖金还象征了华为在2012年优异
的经营业绩。一家亏损的企业是没资格发奖金
的，即便发了，也不敢大肆声张。在2012年，华为
扭转了净利下滑的局面，实现同比增长33%。

华为曾经一度是中国最神秘的大公司
之一，它的财务数字、股权结构外界都不甚
了解，但这次125亿元奖金的公布，证明华
为正在试图变得更开放，要从“黑屋子变成
一个透明的玻璃房子”，用孟晚舟的话说是

“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华为将参考上市
公司的标准来自我改进。

对于华为的忽然开放，外界有许多功
利性的猜测，比如是在为启动IPO做准备，
比如是为了实现从运营商市场向消费市场
的战略转移做准备等。但无论是何种目
的，华为的做法仍值得称赞，毕竟华为还不
是一家上市公司，一家本来有权选择继续
封闭的企业变得透明，总归是一种进步。

事实上，如果跳出上述业界因素，华为
的125亿元年终奖使我最先想到的，是每逢
过年时节，在年终奖攀比潮中最令人眼红的
一些传言，比如某个储蓄所员工人均10万
元年终奖，某垄断企业看门人都有数万元春
节福利等。这些传言可能是谣言，但由于真
相总是被封闭在黑屋子里，外界无法辨别。

没人知道，与一些利润更丰厚或干
脆亏损的垄断国企比起来，华为这人均
8.33 万元的年终奖是多还是少？因为公
众很少看到有类似信息公布。但与民营
身份的华为相比，这些国有公司不应该
变得更透明些吗？

信海光

生活总是一个矛盾接着一个
矛盾，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双独小
夫妻回谁家过年，有时比在春运中
买车票还让人头痛纠结。因回谁家
过年而争吵到离婚，确实过于草
率。爱不应该因为生活中一些细小
的问题而瞬间被灰飞烟灭。生活中
琐碎的矛盾需要夫妻共同面对，共
同处理，而不是轻易地离婚了事。

如今，人口的流动频繁，工作地
点变化大，让双独夫妻回哪里过年
成为现实的选择问题，亦考验着年
轻小夫妻们的生活智慧与度量。

其实，回谁家过年不仅仅是回家

的问题，也是对过年传统方式的一种
改变。一家团聚，过年吃好吃的东
西，那是最传统的年味。随着人们生
活消费水平的提升，年味也不局限于
吃上了。有很多人选择利用春节长
假外出旅游，去亲近大自然，南方人
去北方感受冰天雪地的寒意，北方人
则到南方等地去提前感受春暖花
开。所以说，过年，未必一定要回谁
家，不妨作个观念上的转变。若能组
织双方家庭来次旅游聚会，岂不是轻
松将回谁家过年的矛盾化解了吗？
当然，外出过年，还会受家庭经济条
件、交通条件、亲戚朋友等诸因素的

影响，亦需周全考虑。
过年到底回谁家？不是剪刀石

头布的游戏，双独夫妻之间需要多
一分宽容与理解。是到男方家庭过
年，还是到女方家庭过年，还是到男
方女方父母家每年一次，还是三家
合在一起过大年，还是其他考虑，都
请多一分包容。生活不能缺少爱，
爱更不要轻易被打败。孝敬父母天
经地义，可孝敬父母的方式有很多，
不独是与父母一起过年。孩子生活
得幸福，更是天下父母共同的心
愿。为回谁家过年而争吵，离婚，实
在是过于冲动，不值得。王玉初

也得把公务宴请关进笼子里
中央强调，要坚持勤俭办一切

事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
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八
项规定”“六项禁令”出台后，公款
吃喝之风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这在当前正在召开的地方两会上，
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必须要看到，
改进作风，抵制奢靡之风，不可能
毕其功于一役，需要坚持不懈、矢
志不渝地抓下去。

新华社的报道称，有些单位的
内部餐厅装修之精、标准之高堪比
五星级饭店。公务宴请“隐身埋
名”，是一种典型的“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

“下有对策”说穿了是一种“钻
空子”，而空子是由“上有政策”提
供的。许多政策初衷确实很好，但
上级可能是过于相信了下级的道
德觉悟，在出台之前，并没有仔细
考虑执行障碍。有一些“上有政
策”更甚，竟然连实施细则都没有，
只是简单的道德呼吁。当“上有政

策”只是停留在嘴上和纸上，把实
施的希望只是寄托于道德时，“下
有对策”还会意外吗？

公务宴请“隐身埋名”，其实也
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不管宴请地
点搬到哪里，最终都得公款买单，
而且世上也没有不透风的墙。真
正完善制度，落实“四菜一汤”，严
格招待标准，想奢靡能够奢靡得了
吗？真正加强透明接待，公示接待
细节、接受公众监督，谁超标谁买
单、谁浪费谁受罚，还有多少人敢
去奢靡浪费？

可在现实中，虽然抵制奢靡之

风强调得并不少，但并没有多少具
体明确的细则公布。每天都大量
发生着大吃大喝，也并没有见到有
多少人因此丢官去职。这在一定
程度上，折射出了“上有政策”的问
题。有些基层单位感慨，不敢不接
待、不能不接待。这不能简单地理
解为矫情，没有一个硬杠杠，“世人
皆醉你独醒”，很可能就会变成“木
秀于林风必摧之”。

习近平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
度的笼子里。奢靡之风的背后，是
权力不受节制，制度流于形式，也
得把公务宴请关进笼子里。“形成
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
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三个
机制”就是“三个笼子”。简单地
讲，就是没机会大吃大喝，一旦大
吃大喝了，就会及时被发现、及时
被处理。真要做好了“上有政策”，
还会有大量的“下有对策”吗？还
会出现“隐身埋名”这样的公务宴
请变种吗？ 乔 杉

连日来，新华社记者深入
部分省市的餐饮市场，发现铺
张浪费仍普遍存在。有些宴
请悄然转到了内部餐厅，还有
一些公务宴请“隐身埋名”，宴
请单位成了一些酒楼最大机
密。（1月23日《新京报》）

VIP
有媒体披露，宁波的

一家公立医院为两家大型
国企提供贵宾服务。服务
内容包括提供预约门诊、
健康咨询;享受专门医护
人员陪同检查，代挂号、代
缴费、代取药品及检验报
告等服务;同等条件下优
先安排手术、住院等服
务。病人服务中心就在7
号楼,通过玻璃门,可以看
到墙壁上贴着的“VIP 俱
乐部贵宾通道”字样,上面
还写着VIP可以享受的服
务项目和服务内容等。

焦海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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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南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
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规定，厉行节约，严格限制省内
公务接待标准，坚决杜绝大吃大喝等奢侈浪费行
为。但在近日记者随省有关部门联合检查组在海
口市一家酒店暗访公款高消费等问题时看到这样
一张令人瞠目的账单，一餐消费竟高达1.5万余元
(1月22日《海南日报》)。

在城乡规划、能源资源开发利用、产业结构调
整、土地使用建设等过程中，要优先考虑生态环境
的承载力，资源能源的支撑力，形成在开发中保
护、在保护中开发的良性循环。

在长春，有一对双独小夫妻为争过年看谁妈而离婚，他们都
想和父母在一起过年。（1月23日《城市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