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2010 年， 睢宁县财政收入是 2007 年的

4 倍，成为江苏省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

县、江苏省信访工作先进县。 而在 2007 年，

睢宁还是江苏省的“人民来信之乡”、“信访

重点管理县”。

简单地从技术层面看原因，睢宁县督查

室主任朱友强说：“有了短信，谁还愿意花时

间写长篇的信？ 你就是写给省委书记，还是

要转到下面来，时间很长，而我们只要 5 个

工作日就给答复。 ”

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涉稳信息的快速

传递和不稳定因素的快速消解。 睢宁县纪委

书记唐健将这种变化称为“一毛钱维稳”：

“就是一毛钱，而且时间短、效率高，领导第

一时间看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 ”

在唐健看来，那些给县委书记、县长发

短信的人， 就像深入社会每个角落的触角，

政府能够及时知道群众需要什么，政府该干

什么，从而及时地化解矛盾、消除隐患。

2009 年年底，短信平台密集收到反映拖

欠民工工资的短信。 县委书记、县长批示，责

成建设局解决问题。 建设局工作组找到相关

老板，民工工资问题很快解决了。 查阅 2010

年底的短信记录，反映拖欠民工工资的短信

极少。

提及这个案例，一位县领导就会想起初

来睢宁任职时。 当时，一位老副县长对他说，

“老弟啊，你就准备搬自行车吧。 ”他以为这

是告诉他睢宁很穷，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老

百姓经常会拿破旧自行车堵政府的门，一堵

一天，连想吃饭都出不去。

县教育局长梁龙卫也将睢宁信访减少

的关键因素归结为短信。“如果没有短信，群

众的问题反映到省里、 市里我们还不知道，

等反馈回来叫我们调查，影响已经造成了。 ”

更典型的案例是当地的禁酒令。 县委规

定干部工作日午间禁酒。 有意思的是，自从

公布禁酒令，县里的禁酒办没有抓到过一个

违规的，但通过群众短信举报，却抓到了 18

个，既有镇长，也有局长。

规定出台 7 天后，时任省委主要领导到

睢宁视察。 中午吃饭时，有领导发现桌上没

有小酒杯，便示意服务员拿酒杯。 结果王天

琦跑到省领导面前说， 我们这里中午禁酒，

客人可以喝，我们不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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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睢宁县“一毛钱维稳”：

有事给书记和县长发短信

近四万条求助短信九成办结

2010 年 12 月底， 江苏

睢宁县伙房村的陈计生给睢

宁县委书记王天琦发了条短

信，说是干旱无水，小麦快旱

死了。当晚 7 时，他就接到了

农业局的电话， 告诉他已经

通知了水库管理处， 马上就

放水。

这是陈计生第二次给王

天琦发短信。 上一次是 2008

年 8 月，他买到了假农药，主

管部门却不帮他处理， 只好

发短信投诉。 3 个小时后，县

纪委和他联系， 并派人陪他

们找生产厂家索赔。

“有事发短信”，似乎已

经成为睢宁人的一句口头

语。自从 2008 年 8 月向社会

公布手机号码以来， 县委书

记王天琦和县长王军已经收

到各种短信 39595 条， 办结

了其中的 90

％

。

真假短信

引发“短信问政”

睢宁县的“短信问政”，起源于

一条假短信和一条真短信。

2008 年 7 月底， 有人给县委

书记王天琦发短信，说有外地客商

在睢宁遭到殴打。王天琦立即落实

人去调查，发现不过是一场买煎饼

引发的普通争执。

其后几天，这条虚假短信成了

睢宁的最大事件。 8 月 7 日，当地

报纸《今日睢宁》用两个整版剖析

这条短信，发信人也受到了治安处

罚。 一条虚假短信被上升到了“转

化民风”和“软环境治理”的高度。

与此同时，一条真短信则成为

这组报道的注脚。有短信向王天琦

反映，该县威尼斯商城一家快运公

司深夜卸货扰民，有关部门不理不

睬，居民只好堵住商城入口。 这一

事件后来直接导致县环保局长被

免职。

一周后，《今日睢宁》刊登了对

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袁邦庆的

采访，袁称受王书记和王县长的委

托，向社会公布书记、县长的手机

号码：欢迎群众反映问题。 他同时

提醒，县主要领导有时开会、接待

陪同省、市领导工作很忙，大家打

电话反映问题时领导有可能不便

接听，因此，如果确需直接向县主

要领导反映问题，尽量以短信或书

面形式反映。

四天后，《今日睢宁》报刊登了

全县所有副科级以上干部的手机

号码，该报一时洛阳纸贵，本来发

行近 3 万份，加印近 3 万份后仍不

够发。

又过了一周，该报又发表题为

“领导干部公开的号码是真的还是

假的，通还是不通？ ”的报道，睢宁

县经济 110 办公室拨打公布的号

码，发现有一批干部的手机关机或

者没人接。结果这些干部的名字被

该报公布。

“看看是不是县委书记本人”

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手机号码一公布，电

话、短信铺天盖地而来。

此前，江苏盐城、云南昆明等地也都公布

了领导干部手机号。和这些地方一样，很多人

打王天琦的电话，只为了“看看是不是县委书

记本人”。 那段时间王天琦每天接电话、看短

信忙到手软。 他说，这样可不行，什么工作都

不要做了，便交由秘书负责接电话、看短信。。

但是一段时间之后， 人们不再打电话，

“打电话的时候可能书记在开会，也可能听不

清楚，还不如发个短信，能让他记得清楚。 ”

9 月 11 日，《今日睢宁》第一次公布了县

委书记王天琦的“短信息一览表”。 10 天后，

县长王军收到的短信也公布了， 同时公布的

还有每条短信的处理结果。人们开始意识到，

与打电话相比，短信有它独特的优势。

打电话的人锐减，而短信激增，连秘书也

处理不过来。 处理工作最终交给了县委县政

府督查室。

2009 年 12 月，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

士王磊调到督查室， 负责县委书记、 县长短

信的处理工作。 王磊说， 那段时间， 他每天

8 小时都在处理短信。 典型的处理程序是：

县委书记、 县长收到短信后， 秘书转发给督

查室， 督查室的软件会自动向发信人回复

“收到”。 王磊要写出每一条短信的摘要， 制

表编号， 交给督查室负责人签批承办单位，

再转发给各部门的一把手。 这些单位 5 天内

必须有反馈。

睢宁县督查室主任朱友强说， 起初并没

有督办程序，后来发现有个别领导不重视，造

成发信人重复发短信， 于是有了督办和回访

程序，办理不力的还要问责。

一个典型案例是县规划局。 2009 年 11

月初，王天琦接到一条反映违章搭建的短信，

督查室转给县规划局长，要求调查处理。两天

后，规划局回复：“已派员调查落实，责令开发

商按规划实施，清理违章搭建。”但事实是，规

划局并未实地调查，违建也未清理。

此后一个多月里， 举报这处违建的短信

仍不停地发给县委书记和县长， 屡次交办的

结果是，规划局回复说“短信内容失实”、“没

有违建”。 而实际上，一名当事人已抢建一栋

三层 330 平方米的楼房； 另一名当事人则私

建了 10 间楼房和院墙。

最终，2010 年 1 月， 包括原县规划局局

长和分管副局长、 原县国土局直属所所长在

内的 7 名官员被免职或撤职， 另有 6 名责任

人受到处理，两处违章建筑也被拆除。

睢宁县每年要评选“十佳短信”、“十差短

信”， 每年还有一次手机短信办理工作会议，

对短信办理情况好的部门表彰， 对办理情况

不好的部门给予批评。

统计显示，从 2008 年 8 月开始，书记、县

长收到的短信总计近 4 万条，回复率 100

％

，

办结率 90

％

。 短信并不能包治百病。 每个月

都有大量短信反映大病救助、 因病致贫等问

题，但受政策所限，书记、县长也无法解决。朱

友强说，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向发信人解释办

不了的原因，尽量解决一点困难。

虚假举报短信不少

在睢宁， 记者接触了众多给县委书记、

县长发过短信的人，多数人都担心，一旦一

把手换人，此事就会“无疾而终”。

但王磊比较乐观。 他说，一开始是领导

要取信于民， 但等到大家发现领导认真了，

他们也当真了，这时候再想撤，就难了。

2010 年 7 月，王磊和督查室主任彭燕分

别调离，而继任者没有及时在报纸上公布当

月的短信办理情况。 结果，王天琦收到众多

短信，质问“为什么不公布短信了”。 督查室

后来不得不补登。 王磊说，短信能够坚持，最

根本的动力还是群众和舆论推动。

睢宁县原来没有公交车， 只有出租车。

众多短信要求成立公交公司， 方便群众出

行。 之后县交通局筹组了交通运输公司，通

过招商引资，成立公交公司，城区公交车很

快开通。

睢宁县邱集镇的倪其柏得知千百度鞋

业要扩大投资，就给王天琦发了条短信：“我

有项目要谈，急！ ”半个小时后就有回复。 县

里派一位副县长陪他去和企业谈判，最终把

这个项目拉到了睢宁。

与“短信问政”相伴的，并非全是正面评

价。 如果审视“短信问政”中的“杀手锏”，对

虚假短信的治安处罚、刑事处罚，不可避免

地带有惩治过重的疑云。 而对发信人的公开

曝光、电视忏悔以及信用评级，则自始至终

伴随着侵犯私权的批评。 离开了主要领导的

推动，这些制度能否坚持值得观察。

（据《南方周末》）

最初一段时间里，虚假短信不少。

督查室一位副主任说， 公布手机号码之

初， 反映失实信息的短信占 20

％

至 30

％

，还

有很多侮辱谩骂、 造谣中伤、 人身攻击的内

容。时任县禁酒办主任荣保翠说，县里机关禁

酒后几个月， 共接到短信举报反映机关工作

人员违规饮酒 23 次， 但只有 5 次是属实的。

工作人员反馈核查情况， 结果发现举报手机

不是没人接听，就是已经关机了，有的接听人

说根本不知道这事。

2008 年 12 月中旬， 睢宁电视台曝光了

一位仝姓妇女。 她因为“捏造事实，发送短信

诬告陷害他人”被行政拘留 10 天，全县为此

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大讨论。

2009 年 4 月，睢宁县公布《大众信用管

理办法》，建立睢宁县个人信息数据库，将个

人信用等级分为 A、B、C、D 四个等级， 按照

“一处守信，处处受益，一处失信，处处制约”

的原则，对评估结果进行使用。包括发送虚假

短信在内的行为，被视为不守信行为，会在媒

体公布，并影响当事人的就业、贷款等日常生

活。 这一办法后来被媒体报道， 引发轩然大

波。

办法公布后半个月， 王天琦收到一条短

信，举报污染严重的镀锌企业，称某人违规镀

锌，得到了某局的通风和保护。两天后王天琦

收到这位举报人父亲的短信，说“今天得闻犬

子举报镀锌的事情非常生气， 我因为在工厂

工作，家远，疏于管教孩子，请王书记宽恕孩

子，今后一定严加管教”。 紧接着举报人自己

又连发短信，称“我非常后悔，不该目无王法，

随意造谣， 影响睢宁人的形象， 影响民风建

设”。

睢宁县每月的短信分析显示，到 2010 年

2 月时， 每月的不实短信还有 30 条以上，但

从 2010 年 4 月之后，不实短信几乎消失了。

也有一些短信让县委书记、 县长哭笑不

得。 一位老人发短信给书记说：“你能解决我

的问题就是为民办事的王青天 ， 否则就不

是。 ”老人和一位老太太互相看中，准备办喜

事，却遭子女反对，于是要王天琦帮忙解决。

王不得不把妇联主任找来，让她撮合撮合。

“一毛钱维稳”

如果一把手换了

睢宁县“短信问政”能否避免“人走政息”，还是未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