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5岁老人张素婷在河北师大老校区做了20多年缝缝补补的活计，师大搬到新校区后又来到新校区摆摊
卖鞋垫。张奶奶现在一个人在当地租房孤苦度日。13日，河北师大学生向报社求助称，“鞋垫奶奶”疑遭学校
驱赶。（11月14日《燕赵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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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根据《办法》规定，条款适用范围为市国
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企业，及其各级全资
和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分(子)公司，包括市国资委委
托监管企业、拥有控制权的上市公司等。笔者以
为，宁波市出台这样的国企职务消费“细化条款”
正当其时，可以说是遏制国企职务消费的一个“杀
手锏”，值得公众期待。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职务消费一直广受百姓
诟病，究其原因，重要的一点就是国有企业职务消
费长期的“糊涂账”使然。就国有企业而言，哪些
能报销，哪些不能报销，报销的标准是多少，似乎
并不明确，因此也就有了这样的错误认同，但凡和
职务消费有关的都可以报销，于是职务消费成了

“筐”，啥都可以往里装，一些假公济私的费用也都
以职务消费的名义进行报销，为何这些年一些国
有企业陷入亏损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很大程度上
讲与这种“无底洞”不无干系。

作为国有企业的当家人，虽然从事的职业属
于公务，但是在消费上也必须有个消费上限，否
则就很容易失控，比如公车消费是多少，招待费
标准是多少，每月的通讯费是多少，这些都必须
有个“明细账”，而不能囫囵吞枣，凡是职务消费
统统予以报销，如此腐败就会接踵而至，浪费就
在所难免。

对国有企业领导者的职务消费实行“细化条
款”，所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首先，这样做可以
防止和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国有企业的领导人
作为企业的当家人，手上掌控着大量的国有资产，
如果没有制度约束，很容易让国有企业成为“唐僧
肉”，随便乱啃，久而久之，企业势必乱象丛生。

其次，有利于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
常言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领导干部的职务消费
应该做到“有章可循”，而绝不是随心所欲，愿意怎样
花就怎样花。职务消费有了标准和尺度，一旦被突
破，就要被问责，只有这样，领导干部才会收敛自己，
不敢轻易地造次。过去的情形是，职务消费没有标
准和尺度，消费完全是“跟着感觉走”，如此一来，职
务消费里面难免就会暗含着一些肮脏的权钱交易，
甚至成为自肥的手段。 李红军

废止劳教 法治进步又一站
存在半个多世纪的劳动教养，终于走向

寿终正寝。《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
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
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这是中国法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不
仅意味着一项旧制度的终结，更昭示着一
种推动法治进步的力量。回顾劳教制度废
止的全过程，那一桩桩具体的案例，一份份
真挚的建议，一次次激情的研讨，都在制度
改革的道路上留下印迹。缺少这份坚守、
这种执着，我们所孜孜以求的法治不会凭空
降临。

在为法治进步弹冠相庆的同时，我们也
面临一个更为棘手的难题：劳教废止后留下
的制度空间，该如何去填补？废除一项旧制
度不易，建构起一项先进而有效的新制度，
更难。据资料显示，早在1986年，时任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雷洁琼就宣布，中国
正在制定劳动改造法与劳动教养法。从
1987年起，劳教立法先后被列入我国“七五”

“八五”和“九五”立法规划，却一直无果；随
后作为替代制度的《违法行为矫治法(草
案)》，也被连续列入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
人大立法计划，实际审议却未见踪影。

劳教之“恶”，其实不在制度本身，而主

要在于立法的混乱与执法的异化。在严重
违法与犯罪之间设计劳教这种衔接性措施，
并无目的上的邪恶之处，相反却体现出社会
治理的严密性。但是，从 1957 年一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 78 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关于
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到1979年国务院颁
布《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再到 1982
年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
劳教立法一直没有真正上升到国家层面。

由于国家立法不足，劳教被滥用的现象
也时有发生。尤其是随着行政处罚执法日
趋规范和严格，劳教几乎成了一个“筐”，从
吸毒、卖淫嫖娼到拆迁、上访，都可能成为被

劳教的对象。
要改变这种混乱的制度现状，形成优良

的公共治理状态，废止劳教显然只是第一
步，真正该做的文章在于《决定》中的后半句
话——“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
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这句话为我们
布置了更重的任务，那便是制定良法。原本
适用于劳教的违法行为如何分流？现有被
劳教人员如何处置？都离不开国家层面的
立法提速。而如何在旧的劳教制度基础上，
重建一部替代性法律，实现公共治理与公民
自由的双赢，将考验着立法者的理性与智
慧。 傅达林

“探索实行官邸制”，短短七个字，
在洋洋两万余言中，如没大海，却如闪
着光芒的宝石，被人们敏锐地发现。
为什么一项十分具体的改革举措，能
吸引众多关切？这不仅是因为有力
度，还切时弊。

官邸制，在国外并不鲜见，在本土
却是新鲜事。所谓官邸，人们的常识
是，高级官员办公和住宿的地方。比
如，白宫是美国总统的官邸，同时也是
其办公室。官邸暗含的意味在于，高
级官员在任，可以住用官邸，如果卸
任、离任、升任，这个房子你得交回
去。套用百姓的话说，就是铁打的官
邸，流水的官。

显然，这个官邸不同于办公室，因
为还可以居家。但它又具有办公室的
特征，就是你离开这个单位时得把办
公室交回去。这就打破了高级官员住
房问题的种种怪现象。

官邸制的好处就在于，两条腿走
路。你做官时有你的房子住用和办
公，退下来就交回去。同时，这不影响
你个人居家的房子，你有能力买商品
房，就按市场规律走。说白了，就是政
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二者明晰
两清，不能说高级官员就两头占着好
处。官邸制还把财政解放了，不用一届
领导盖一批大房子，盖得没完没了。

显然，探索实行官邸制，直接导致
官员在住房这个隐性福利方面开始转
型，使官员福利显性化、规范化、制度
化。官邸制是要对领导干部进行必要
的生活保障，但不准多处占用住房和
办公用房，不准超标准配备办公用房
和生活用房等。从制度上进行厘清，
也就断了这种多占的后路。

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改作风是目
的。不使其成为一阵风，制度是关
键。探索实行官邸制，作为“健全改进

作风常态化制度”的一个具体举措，直
指积弊。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明白
了，为什么改作风会成为全面深化改
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也看到了，开展教
育实践活动，成果能不能巩固，有没有
长效，已经开始用制度建设说话了。因
而，这是一个见真章、动真格的实举。

小小的官邸制，照鉴三中全会开
启的对权力制约亦是用真功夫。就权
力制约和监督而言，既需要一个顶层
设计，更需要具体的制度和举措来支
撑。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
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
行流程”，到“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
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
导”，再到这个细微的官邸制，唯其实
打实，才能对权力产生实际效力。

且待官邸制在破权力制约监督这
个题中，产生更大威力和效用。霄云

要用慈善之心
对待慈善之事

病危之际，怀着对生命的无限向往和回报社
会的良好初衷，做出捐赠遗体的打算，对任何一个
当事人而言，需要的是温暖的关怀和良善的敬
意。但是一句“要自己来填表，不提供上门服务”，
姑且不说让一位病危者上门填表的不现实，单就
这句冷冰冰的话而言，的确让人“很受伤”，同时也
再次把公信力本就孱弱的红十字会再次拉入汹涌
舆论的围观中，陷入极大的被动境地。红会的解
释倒也迅速，从内容来看，一是表述了“人手紧张”
的客观原因，二是用志愿者撇清了事情与其正式
员工的关系，三是已经表达了亲切的“探望”。只
是此番解释，依难给“捐赠遇冷”一个交代。

从媒体对当地红十字会的采访看，人手紧张
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但是人手紧张就足
以成为冷冰冰如“要自己来填表，不提供上门服
务”的理由吗？就这句话本身而言，除了传达出

“服务”不周全外，让人更“受伤”的是对捐赠者的
爱心遭遇冷冰冰，一个直接的质疑是，如果真是人
手紧张到连为一个病危者送达表格服务的时间都
没有，为什么在媒体曝光后，就有领导迅速到场服
务呢？为什么非要等到媒体的曝光后，才见到领
导的重视，才见到人道主义的关怀呢？

虽然在各地的遗体捐赠条例中，确实大多都
有一条“捐赠人到登记机构去填表”，但是在下面
同样赫然写着“可以要求登记机构上门登记”，既
然这是写在捐赠条例的内容，作为承担此项社会
服务的红十字会，怎么可以用“人手紧张”来搪塞
呢？而且上门登记也不是什么“提供上门服务”，
这是对生命的尊重，是对尊严的敬畏，遗憾的是，
这本是红十字会应有的服务意识，却从头到尾都
看不出来。

“当天接线的非正式员工，是志愿者”，这的确
是陈述了一个当天的事实，但在同时也让人感觉
到突兀，这是在撇清关联，还是要否认志愿者的服
务呢？我们或许可以相信正式员工可以做出不让
人“很受伤”的服务，但是志愿者的不成熟跟红十
字会的失责是不是也有关联呢？红十字会作为从
事人道主义的社会救助团体，除了提供积极的人
道救助外，积极培养志愿者也应该是重要工作内
容，如果志愿者的工作让捐赠者很受伤，红十字会
是不是应该对志愿者培养做出深刻的反思呢？

目前，“很受伤”的捐赠者张琪已经表示了理
解，并表示不会改变捐赠的初衷，同时也表达了

“捐赠流程和手续能更人性化”的期望，真心期望
人们用慈善之心对待慈善之事。 高亚洲

宿州官员登报承诺拒收红包的勇气值得赞
赏。登报拒绝红包，立下庄严承诺，等于主动给自
己戴上紧箍咒，划好警戒线，说明已经做好了全面
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准备，有勇气、有底气、有决
心。正所谓，上行下效，一把手带头承诺，既有主
动接受监督的意味，也在释放“欲正人先正己”的
积极信号，至少有模范带头的示范效应。

当然，也不乏有人会说，宿州官员是在作秀，
是把本来就为党纪国法所不容的事情变成一个清
正廉洁的秀，是把本来就属于官员分内之事变成
一个收获表扬的秀。其实，凡事莫要偏激，看问题
不妨冷静思考，宿州官员登报拒收红包，即便其中
含有作秀、表演的成分，也是一种自我约束行为，
至少是一件值得社会大众鼓励而不是遭遇泼冷水
的事情。

正所谓“言必信，行必果”，为人者当以诚信立
身，为官者更应言出必行。老百姓常常以“吐口吐
沫钉个钉”来强调言出必行的重要性，对于官员而
言，老百姓看重的不是能听到多少承诺，而是能看
到多少实际行动。承诺不在多、不在好，在于说得
出、做得到。

承诺是一把双刃剑，承诺再多、再好，行动无
力，不仅有损承诺的分量，也将失去群众的基础。
对于个人而言，它关乎个人品行和诚信，对于官员
而言，它关乎官德官声，对于政府而言，它关乎政
府公信力和人民群众一如既往的信任。信守承
诺，视公信力为生命线非一朝一夕之功，但是言行
不一、朝令夕改将政府公信力毁于一旦却在朝夕
之间。一年来，无论是中央八项规定，还是集中解
决“四风”问题，以及中央巡视制度，无一例外受到
了群众的称赞和拥护，也正是因为群众不仅听到
了中央的决策，更看到了贯彻下来的实际行动。

对于承诺，人民群众总是会用一个原则来衡
量的：不看广告，看疗效。口号喊得再响，标语起
得再妙，不见真章，不求实效，人民群众是不会买
账的。这就需要官员不仅要自律更要他律，不仅
要承诺更要监督，要扑下身子，下实功夫，举力顺
畅公众监督渠道，将官员推到前台之上，将作为置
于聚光灯下，真正从长远入手，从制度着手，把不
敢收变成不能收、不愿收，逐步建立起一个风清气
正、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宋 华

承诺见报
还要行动见效

河北师大保卫处工作人员称，学
校搬到新校区之后规定，除了学生一
些非营利性质的活动外，有经营性质
的活动都要集中到店面当中。由于
摆卖鞋垫利润微薄，“鞋垫奶奶”根本
就不可能租得起店面。如果学校因
此而驱赶“鞋垫奶奶”，也就意味着

“鞋垫奶奶”将要失去这唯一的微薄
生活来源，生活陷入困境当中。这显
然是一个追求和谐与人性化的社会
中不应当出现的现象。

河北师大所以规定经营活动都
要进店，初衷是为了给学生营造一
个好的学习、生活环境，这本身并没
有错。但是，河北师大有关方面没
有必要将制度与人性化关怀对立起
来。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学校有
关方面完全可以在执行制度规定的

同时，对“鞋垫奶奶”这样的特殊对
象给予特殊对待。而在偌大的大学
校园之内，让“鞋垫奶奶”有一小块
摆卖鞋垫的地方，并不就会对学校
的学习与生活环境造成多大的影响
与破坏。

此外，大学并不仅仅是向学生传
授知识的地方，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
品质也是大学的重要任务之一。而
具有人性化关怀意识，属于思想道德
品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河北师
大有关方面能够给予“鞋垫奶奶”这
样的特殊对象特殊对待，在校园内给
予这位75岁的老人一小块谋求生计
之地，其实就是在以自己的实际行
动，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品质教育，
将会有助于培育与促进学生们的人
性化关怀意识提升。

而在当前大学校园之外的社会，
尽管思想道德领域的主流是好的，但
是也确实一定程度地存在人情冷漠
的现象。特别是部分政府执法部门
工作人员，还存在对社会弱势群体关
爱缺失与生硬执法的现象。而部分
政府执法人员所以对社会弱势群体
缺乏关爱、生硬执法，除了与其机械
执行相关制度规定有关之外，很大程
度上实际也折射出其人性关怀意识
的缺失。而在当前大多数年轻人都
可以上大学情形下，学校在其学习阶
段即对其大力进行思想道德品质教
育，包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培育与提
升学生们的人性化关怀意识，将会有
助于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与人
性化色彩得到促进与提升。

魏文彪

大学能否容下
“鞋垫奶奶”一块谋生之地

据央视报道，青海省收费公路车辆冲卡偷逃
漏费等现象近两年十分严重，“在七八月份，最多
的时候一天冲卡车辆就超过800辆……就像是过
火车，拦都拦不及！”今年7月，还有收费站工作人
员被碾致死。为此，青海省开展专项整治，公安
特警持枪参与治理。

据青海省高管局统计，2012年，偷逃通行费
车辆累计26.76万辆次。今年1至9月，偷逃通行
费车辆17.3万辆次。车辆冲卡逃费现象之严重，
可见一斑。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为拒交、逃交、少
交车辆通行费而故意堵塞收费道口、强行冲卡、
殴打收费公路管理人员、破坏收费设施，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冲卡逃费者目
无公共安全，被处罚是咎由自取。

问题是，为何如此多的司机置公共安全于不
顾，恶意冲卡逃费呢？青海省交通厅副厅长陶永
利的话，值得寻思：“出现众多司机强行冲卡的现
象跟青海的货运市场有关系，运价偏低，货运企
业和司机利润不高，相互压价以求货源。”而公路
高收费，无疑助推了冲卡逃费冲动。

不可否认，加强防护措施，或能遏制冲卡行
为，但这并不是治本之策。既然司机冲卡逃费同
货运利润不高有关，相关部门为何不源头治理呢？

数据显示，货运企业过路过桥费占运输成本
比重超过40%，它也榨干了货运利润。在此情境
下，降低物流成本，给货运司机减负，也是解决顽
疾的不二途径。而这，说到底，有赖于不合理收
费站的撤并与取缔。

特警驻站，终究只是表象治理；解决“收费凶
猛”难题，才是根本。公路收费失控，是在以遏制
超载的名义“诱导”了超载，也只有“做必要的减
法”，才能消除程序正当的堵点，也增强货运企业
和司机的运输理性。 叶祝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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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安徽宿州市委书记、市长等
34名市级领导签订“杜绝红包现象，纯洁人
际关系”承诺书，承诺不以嫁娶、乔迁、生子、
升学、参军等名义借机敛财等。14日，这份
有34名领导亲笔签字的承诺书，刊登在宿州
市委机关报《拂晓报》上。（11月15日《人民日
报》官博）

病危小伙欲捐遗体，红会：不上门登记。
湖北小伙张琪病情危重，欲捐遗体，“很多人帮
过我，我也想回报社会”。与武汉红十字会联
系，对方说，要自己来填表，不提供上门服务，
张琪很受伤。红会解释：人手紧张确实无法上
门服务；当天接线的非正式员工，是志愿者。
目前已派人探望。（11月14日《云南信息报》）

企业领导人员(正职)通信费补贴上限每
月800元，赠送礼品不得有现金、有价证券、
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即便出差也要先制
订各类人员乘坐交通工具、住宿、伙食、公杂
费等标准……这些严苛、细碎的条款，出自宁
波市近期出台的《宁波市属国有企业公务消
费监督管理办法(试行)》。日前，这份管理办
法已经下发至宁波各市属国有企业，同时也
在网上公布。（11月14日浙江在线）

武汉市日前进行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的首轮核查。当普查员到一家央企登记时，屡遭拒绝，第三次，还没等
普查员把话说完，对方负责人就立马打断：“我们不搞经济普查，你们也没资格普查我们。我们是央企，你们街道
级别不够。”虽经普查员多方解释，但对方负责人坚持拒绝登记。（据《长江日报》）

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在官本位的社会，只认行政级别，造成我们整个社会都高度行政化，也由此滋生
“认权不认法”的土壤。而要破除权力崇拜，可谓任重道远。

春 鸣 图 言 者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