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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伤肝，百姓伤心。”1月 9日深圳

市政协召开大会发言，市委书记王荣首先

以他手机上对公款吃喝的段子表达了他对

“公款吃喝”的看法。

“最难最难的是公款吃喝，问题相当复

杂。”在谈到“公款吃喝”时，王荣直言公款

吃喝很难彻底避免。他表示，深圳不是没

有关注和改革公款吃喝，需要进一步修正

某些方面。“比如说吃饭，花钱倒也罢，但浪

费也太大，浪费那么多看着痛心。”王荣开

玩笑地说，可以吃，但吃多少就上多少；而

吃的内容，也可以简单化。“3个菜能解决的

为什么要8个菜；吃的东西自己吃的都记不

住吃的是什么，创新的步伐还特别快，今天

搞这样，明天搞那样。”王荣表示，在这些方

面公款吃喝要改进的空间非常大。

“以我的收入，在大酒店请不起一顿

饭。”王荣的坦率当即获得了全场人的掌

声。他也在反思为什么公款吃喝非得找大

酒店。他认为，现在大酒店的价格确实已

经很扭曲，而这也是由于公款吃喝

导致的。“茅台那么贵，如果不是公

款消费绝对不会到那个价格。”王

荣笑称，是公款吃喝扰乱了市场秩

序。

“我在中心书城请过客，在小

饭店也请过客。在这些有特色的

小饭店请外地客人吃饭，他们其实

也挺高兴。”王荣以其“在苏州工作

时，让市委发文规定中午不上酒

水”为例现场说法，他认为深圳的

醉驾抓得很好，因此有些制度可以

通过完善制度进行改进，在公款

吃喝的数额和规模上降降。

王荣强调，公款吃喝尽管

是社会热点难点，现

在依然存在，

甚至还很严

重。

如今在喝酒已成“重要工作”的某些官

场，充斥其间的是浓浓的腐败之味、乖戾之

气、愚昧之态、谄谀之风。有民谣为证：

“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同志可放心；能喝

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同志要培养；能喝白酒喝啤

酒，这样的同志要调走；能喝啤酒喝饮料，这样的

同志不能要。”

“公家出钱我出胃，吃喝为了本单位。”

“领导干部不喝酒，一个朋友也没有；中层干

部不喝酒，一点信息也没有；基层干部不喝酒，一

点希望也没有；纪检干部不喝酒，一点线索也没

有。”酒喝到这份儿上，还有何文化可言？！

当下官场，不仅几乎是无酒不成席，而且是无

好酒不成席。因为是公款吃喝、公款招待，用不着

掏个人腰包，所以，酒要档次高，才能显示规格高；

酒要喝好甚至直到把人喝倒，才能显示热情。酒不

仅被用来勾兑感情，还被用来勾兑业绩、利益、权力

甚至情色。有这样一种“理论”：只要没把公款装进

个人腰包，吃了喝了算不了什么，有不少人对于在官

场多年“吃了个肚儿圆”颇为坦然。

酒本是一种以粮食、水果等为原料，经发酵、蒸馏

或勾兑而成的神奇之物。自古以来，人们用“琼浆玉

液”、“陈年佳酿”来赞美酒的品质。酒文化被视为文化

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芳香独特。在酒风日盛且越来越

被庸俗化、低俗化的今天，酒这种醇香清澈之物已被腐

败的官场文化“发酵、蒸馏、勾兑”得面目全非：有人设高

档酒宴取悦上级，有人以酒送礼谋取私利，有人用劝酒灌

酒罚酒作为一种乐趣，有人把命令下属喝酒视为一种权

威，有人因嗜酒醉酒而忘乎所以、不理政事、贻误工作、丑态

百出，有人不想喝酒陪酒却欲罢不能、痛苦不堪，有人因终日

陪酒而伤身害体、家庭不和甚至“以身殉职”，每年因公款吃喝

而糟蹋的食物、浪费的钱财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从“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到“人在江湖走，哪能不喝酒”，

中国酒文化特别是腐败官场的“酒文化”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是该

清醒地思考一下了。酒可怡情，亦可丧志，还可亡国，这是历史告诉我

们的。

中国人在酒文化中浸淫已久。五千年的酒文化延

绵至今，伴随经济的大发展而异常繁荣。特别是在公款

消费的助推下，官场上的饮酒之风可谓登峰造极，以至

于享誉华夏的茅台酒已经事实上跻身奢侈品行列。“酒

兴”如此这般畸长，并未使酒文化气味愈来愈浓，反而使

之与“文化”二字渐行渐远，与歪风邪气越走越近。

据《人民日报》

官场“酒文化”酿出了什么

年终将至，各种聚会频繁起来。

如何在一套套劝酒词下全身而退？据

报道，“超级实用的拒酒词”最近在微博

上盛传，短短时间被转载数万次。

无酒不成席。但当前的聚会，承

载了太多的“意义”：企业公关关系酒，

权力升迁贿赂酒，私人盛宴人情酒。不

少人乐于通过喝酒这一渠道找到更便

捷、更“实惠”的升迁之路、致富之道。

为了达到目的，“酒”被用到极致。人们

不顾自己的身体、不顾对方的感受，用

敬酒词“勒令”对方喝下去。

在我看来，唯有“拒酒宝典”发挥

作用，聚会才会回归正常。其一，不需

要醉酒的聚会，往往会给人们更多的交

流空间，让大家在宽松的环境里，交流

生活心得，岂不乐哉！其二，不需要醉

酒的聚会，往往少了更多的权钱交易。

又 到 大 学 毕 业

季。这段时间，我们怀揣

梦想走了不少大大小小的

招聘会。前几天，同学们聚

在一起谈到找工作的遭遇，不

约而同都说到了“酒量”——这是

个令人“郁闷”的“职务要求”。原来，

许多同学应聘公关、外联等职位时遇到

了这样的招聘公告：要求大学生有一定

的酒量，不会喝酒的不要。

“到底是招酒桶呢？还是招人才

呢？”我们在百度搜索中输入“酒量”一

词，显示“找到相关结果约 23,700,000

个”，前八条是这样的：“如何提高酒量、

怎么练酒量、增加酒量、怎么锻炼酒

量”等。如此的搜索结果让人啼笑皆

非。看来，酒量真的很重要。

中国人民大学 郑海鸥

前不久，我随同单位的一位局长去省城一部门跑

项目，经过努力，省城领导终于答应批给我们单位一个

100万元的项目。当晚，我们局长在省城一酒店宴请省

城部门领导，以示感谢。

不知不觉，几瓶高档白酒下肚。这时，那位省城部

门领导拿着一瓶酒来到我们局长面前，在桌上一连倒了

满满十杯白酒，半开玩笑地对我们局长说，“这现在桌上

一共十杯酒。喝多少杯给多少钱，少喝一杯就少给十万

元。”此时，我们局长已经喝到极限了，怎么能再喝掉这十

杯白酒呢？我护主心切，急忙端起一杯酒准备替局长先喝，

谁知被省城领导呵喝。

十杯酒下肚，局长一头栽在酒桌上，顿时不省人事，直接

被送进了医院。 河南西峡县 文道

让“拒酒”不再成难题

一、只要感情好，能喝多少，喝多少；

二、只要感情到了位，不喝

也会陶醉；

三、只要感情有，

喝什么都是酒；

四、感情浅，哪怕喝大碗；感情深，

哪怕舔一舔；

五、为了不伤感情，我喝；为了不

伤身体，我喝一点。

四川绵阳 张剑

“拒酒宝典”之招数

酒量成了求职“敲门砖”

一杯酒，十万块

朋友小张原本是一名很优秀的高中英语教师，2009年被

招聘为副乡长。从此生活轨迹发生改变，接待应酬成为每天必

须的工作。由于饮酒过度，他时常感到身体不舒服。

2011年国庆节后去医院检查得知，肠

胃出了问题需要手术治疗。

住院期间，我曾多次看望。一

次，他拉着我的手悔恨交加地说：

“没想到副乡长就是个酒囊饭袋，

陪吃陪喝比工作还累。酒桌上要硬着

头皮抢着喝，替了书记替乡长，酒一个劲儿

地往肚子里灌，宴席结束还要送人。一天下来精

疲力竭，肚子里除了酒精没有别的，实在受不了。”看

着朋友虚弱的身体，我随声附和地说：“以后要少喝

酒，毕竟酒是公家的，命是自己的。”

山东淄博市 边增进

酒是公家的命是自己的

酒喝到这份上，有何文化可言？！
《人民日报》评官场酒文化：腐败味乖戾气愚昧态谄谀风

深圳市委书记王荣：

现在的大酒店，
我这个收入一顿饭都请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