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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官巨腐”现象
根源在于官小权大
□姚明胜

涉 17 人的广州国土房

管局原局长李俊夫案有新

进展：市土地开发中心土地

整理部原副部长、现广州市

住房保障办公室征收处副

处长黄华辉(副处级)，涉嫌

受贿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

强制措施，涉案金额高达

8900 多万元。（1月6日《南
方都市报》）

贪官腐败涉案金额不

在于官有多大，以及级别有

多高，而在于其手里有没有

实权，或是不是自己说了

算。也就是说，“小官巨腐”

的 根 本 原 因 在 于 官 小 权

大。尤其是很多小官都是单位或部门的“一把手”，是项目的直接经手人或掌管人，手中权

力的“含金量”很高，最终导致有的直截了当伸手拿、张口要，乃至明码标价成为惯例。一手

遮天，说一不二，俨然“土皇上”。由此可见，“小官巨腐”，是权力脱缰的产物。

因此，预防“小官巨腐”，关键就在于要管住“小官”，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防止权力

脱缰。首先，要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不论是县委书记、县长，还是局长，谁接近权力，

就要严格约束，防止一手遮天。其次，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明确工作权限，公开权力

清单，使官员不敢专权、不敢弄权、不敢乱权；使小官不敢贪腐，从外部环境上防止腐败的滋

生和蔓延。第三，要加大排查处理力度。不论是什么级别的官员，只要掌握公共资源，就要

盯死看牢，做到早发现、早提醒、早防范，将“小官巨腐”消灭在萌芽状态。对纵容姑息“小

官”贪腐者，必须进行严厉问责追责。

防止权力脱缰，确保权为民用，显得尤其重要。否则，“小官巨腐”不仅伤害到群众利

益，疏远党群干群关系，而且破坏党和政府形象，降低政府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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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处超配4万余名
“权力超载”何时能了

微WEI SHENG YIN
声音

非FEI CHANG DAO
常道

别让韩媒告诉我们朝鲜逃兵进了中国
中外之间发生纠纷，大多由外方或者第三方率先披露出来，中国有关部门和媒体不应

对此习以为常，甚至认为这是我们处事严谨的表现。别让韩媒告诉我们朝鲜逃兵进了中

国。中国政府机构和媒体也需要有公信力，这种做法将造成公信力的流失，客观上推升外

部信息机构的强大。@环球时报

取消出租车公司暴利模式，让市场说了算
4日，沈阳千余出租车罢工，其暴露的问题不容忽视。长期以来，出租车号被公司垄断，

行业发展畸形；车辆长期不增加，加剧打车难；高额“份子钱”一本万利，而司机处于绝对弱

势地位。出租车领域改革势在必行，应该取消出租车公司暴利模式，市场的事，应让市场说

了算。@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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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武

去年是全国各级党政机关的“瘦身年”。5日，中组部通报了专项整治超职数配备干部

进展：“全国超职数配备干部问题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截至目前，全国超职数配备的4

万余名副处级以上领导职数中，已消化15800多名，完成近40%”。（1月6日《新京报》）
我国行政成本高昂，甚至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不少，令人触目惊心。这一方面加大了各

级财政压力，另一方面降低政府工作效率，影响政府公信力和社会形象。

行政成本过高，说到底是权力成本过高。过去领导班子两三个人就行，现在少则七八

个，多则十几个；过去一个领导一个秘书，现在有一个“配套班子”服务；过去领导配车严格

卡定标准，现在换位必换车；过去领导下基层调研轻车简从，现在是警车开道、前呼后拥。

中组部称“全国超职数配备4万余名副处级以上领导职数”，这只是权力超载的冰山一

角。虽然这样说有点夸张，却是不争的现实。副处级领导职数去掉了，享受“副处级”、“处

级”等待遇的算不算超配？如果加上这个，全国应该数十万计。此外，正科、副科、主任科

员、副主任科员等“小官”，有些小部门几乎都是“领导”，这算不算超配？官多兵少，没人干

活，各种借调、临时、企业等身份的人员，算不算超配？

有好事者曾拿福建省连江县和海峡对岸的台湾省连江县政府官员做过对比：前者县政

府县领导一正七副，后者县政府县领导一正一副，而政府部门机构亦是前者多后者少。有

人说，两个地方的辖区范围不同，没有可比性。可查阅资料发现，国际大都市台北，市政府

领导也只不过一正两副。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曾得出结论：中国官民比已达

到26：1，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如今，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是

史无前例的。而这些吃“皇粮”的，“领导”比例有多高？超配的又有多少？

有专家指出，当前党政机关行政成本过高主要表现在人、楼、车、钱、能 5 个方面，而

“人”位居首要位置。事实正是如此。万名超配领导被清理，仅是权力减负迈出的一小步。

减领导职数，任重而道远；清理超配领导职数，更是“潜力”巨大。

马铃薯将被主粮化
“土豆控”且慢高兴
□何勇海

据农业部消息，我国将启动

马铃薯主粮化战略，推进把马铃

薯加工成馒头、面条、米粉等主

食，马铃薯将成稻米、小麦、玉米

外又一主粮。预计2020年50%以

上的马铃薯将作为主粮消费。（今
日本报12版）

马铃薯俗称土豆。家庭餐桌

上的炒土豆丝和土豆烧肉，快餐店

里的土豆泥，超市货架上的薯片

……都是以它为主料制成的，深受

“土豆控”喜爱。面对我国启动马

铃薯主粮化的消息，“土豆控”们在

QQ群里“奔走相告”，并相互讨论

最喜欢的土豆吃法。马铃薯主粮

化，确实可以丰富国人的餐桌。

不过，“土豆控”且慢为之高

兴。虽然有大数据显示，我国粮

食产量实现历史性“十一年连

增”，但在粮食生产成本不断上

涨、耕地等资源日趋紧张等情况

之下，我国粮食安全的压力越来

越大，粮食增产任务越来越重，且

水稻、小麦、玉米的增产潜力受自

然条件影响很大而难以挖潜，寻

找其他主粮便成一种战略选择。

故“马铃薯主粮化”告诉我们：粮食

“家底”即使再厚，也要节约每一粒

粮食。何况据专家说，当前我国粮

食进口品种和数量都在增加，主粮

供求格局已由“总体平衡，丰年有

余”正逐步过渡到“紧平衡”。因

此，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永远秉持爱

粮节粮惜粮的“天地‘粮’心”。

遗憾的是，在去年 10 月 16 日

的世界粮食日前夕，国家粮食局

副局长吴子丹透露，中国在粮食

生产、流通、加工、消费等环节存

在大量浪费现象，每年仅在粮食

储存、运输和加工环节造成的损

失浪费就高达 700 亿斤。消费环

节的损失浪费更是触目惊心，据

估算，中国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

食物约合 2000 亿元，相当于 2 亿

多人一年的口粮。试想，当马铃

薯主粮化且仍被我们大量浪费之

后，哪一种食物又会被主粮化？

马铃薯主粮化据说具有很多

优势：它能为人体提供全面的营

养成分，被誉为人类的“第二面

包”；其增产潜力也比玉米、小麦、

水稻更大，马铃薯受气候、水肥的

制约则小得多。可见，马铃薯主

粮化确实是应对粮食安全的好路

子。只是，当很多地方的农民大

规模种植马铃薯之时，要防止“薯

贱伤农”现象出现。当种马铃薯

像种玉米、小麦、水稻一样越种越

贵，成本居高不下，又有多少农民

愿意种马铃薯呢？

冷门专业也有优势
就业率高达100%

从不同专业就业率调查来看，很

多偏门、甚至冷门专业的毕业生，在就

业时优势凸显，比如力学、动物医学、

水产、图书情报、军队指挥、资源勘探、

兵器科学与技术等专业就业率高达

100%。@京华时报

冬季用电器需当心
电吹风取暖要不得

近日，苏州 3 岁女童用电吹风取

暖引发火灾，自己左腿严重烧伤，弟弟

下体Ⅲ度烧伤。冬季使用电器尤其要

当心，出门时要切断电器电源；电源插

座不要集中使用；谨慎使用电热设备、

电吹风……另外，家电也有一定的使

用年限。@央视

“约炮”入考题
教育必须跟上
□叶传龙

网友爆料称，四川师范大学“大学

生性文明与性健康”这一课程的期末试

题“惊现神考题”，压轴题为“如何看待

大学生约炮”。对此，出题老师澄清，网

友曲解了题目，本意实为“大学生如何

看待约炮”，旨在引导大学生从性道德、

性文明等角度反思该行为。据了解，这

一课程属于四川省精品课程，广受大学

生的欢迎。（1月6日《南方都市报》）
在目前教育环境下，将“约炮”引

入考题，无疑需要勇气。因为这个考

题不是单纯的知识考量，还涉及到价

值判断和行为思辨，本身就有一些歧

义。所以，考题一面世，就引发一场轩

然大波，出题老师被推到风口浪尖。

从其急于出面澄清的窘态来看，更多

是想为自己脱围解困，怕无端遭受网

民的道德大棒。

“约炮”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客观

存在着。“约炮”软件流行，少数大学生

也参染其中。教育者如果装聋作哑，

视而不见，在课堂上对“约炮”三缄其

口，并不符合教育理念，反倒是教育的

失责。真理越辩越明，将奇异的社会

现象及时引入课堂和考题，据出题者

透露，设置此题的初衷是希望学生树

立正确的性道德和性观念，那么，这一

考题应当算作一份好考题，反映出教

育的进步和教育者的责任。真希望通

过考试和讲解，厘清“约炮”利害，纯净

社会风气。对于旁观者来说，也就大

可不必谈性色变。但是，如果没有一

个相对标准的评判答案，引入这样一

个敏感话题，让学生各得其解，到底是

想让学生思辨、批判，还是仿效？

标准答案若装在老师的心里，出

题者的真正用意就难以揣摩，则会让

正能量的事情衍生出负面效果。因

此，“约炮”可以进入考题，但教育必须

跟上，教育者要坚持操守，恪尽职责，

起到传道解惑的作用，不能在此中迷

失了方向，随波逐流，误导年轻人。让

“约炮”入考题，不是意在引导或放纵

学生“约炮”，而要帮助他们树立起正

确的恋爱观和性事观，这才是“约炮考

题”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