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燕农

据《羊城晚报》报道，清明节假期第一

天， 广州市民区伯在广州天河区银河园墓

园附近监督公车私用情况， 发现多辆公车

停在停车场，区伯在用手机拍照过程中，遭

到数名公车驾乘人员的围攻、 谩骂和吐口

水。 区伯说：“这是我第三次因为监督公车

私用被打了。 ”

节假日公车私用，一直饱受舆论诟病，

如今竟有市民因监督被打，不免令人错愕。

这足以证明公车私用猖獗的现象并未根

治，也表明了私用者是何等有恃无恐。

不容忽视的一个背景是，去年 8 月，广

州市在市、 区两级约 1 万辆公车上安装了

GPS 跟踪系统和身份识别系统， 对公车使

用人以及车辆进行实时轨迹跟踪和历史轨

迹查询，当地官方的表述为“一个不落，全

都装”。 那么，区伯在清明节假期看到的私

用的公车，有没有装 GPS 系统，相关部门

有没有监督到？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也没有遏制不

住的公车浪费，关键怎么监督、怎么追责。

公车私用饱受诟病，放之工作日或许有种

种借口谈监管难度，但在周末和节假日对

公车管理几乎不存在任何技术问题，而仅

仅是态度问题。 很多部门的公车，在周末

和节假日完全可以封存处理。

节假日是公车私用的“高危期”，也正

是这些系统大显身手的时机。不妨在节假

日过完之后， 公示发现的“公车私用”情

况，对责任人进行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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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的不是真话，是官员倾听的诚意

□

张晓明

在做过几年记者后，我固执地以

为，做一个真正的记者，是一件比较

苦逼悲催的事，钱少活儿累压力大只

是一部分，更要不时“对不可言说的

必须保持沉默”， 那是一种心灵的痛

苦。 但也有人说记者不错，至少能听

到真话。

“在下去调研时， 不要暴露官员

的身份， 可以说自己是报社记者，这

样才能了解很多真实的东西。 ”山东

省长姜大明在全省系统调研工作会

议上，给官员们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姜省长的出发点或许是好的，但

如果官员为听真话可以去冒充记者，

那记者为了解真相，是不是可以去冒

充市长、省长，甚至说自己是中纪委来的？ 这

合法吗？

而且，姜省长高估了记者，现在的官员跟

记者差异巨大，大多官气外露，很难扮得像记

者。 更关键的是，如果官员是以记者身份去了

解“负面”消息，嘿嘿！ 在这里温馨提醒一下，

千万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姜省长可能不了解记者行当的尴尬和困

难， 但他对官场的弊病却有着清醒的认识。

“不要过分依赖座谈会上现成的材料，座谈会

上的话能有一半是真的，就不错了。 ”

如今，官员调研很多时候流于形式，看什

么是早就定下的，是被伪装过的，汇报材料是

注水的，见到的群众是被扮演的，他们说什么

是提前导演好的。

瞒与骗的横行，或许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

高层级官员与民众的交流。 但有那么一些时

候，当官员走到身边时，却也会出现百姓不愿

意讲真话，这也是姜省长要求官员扮记者的原

因所在。

这说明了什么？是不是说明民众对官员的

不信任，说明官员与民众之间竖立着一面巨大

的墙？ 而这堵墙，不是乔装成记者就可以推倒

的。 当官员扮记者去听真话，但最终问题没怎

么解决，甚至出现了打击报复时，如果记者不

再被信任，那么想听真话的官员又去扮谁？

官员身系着百姓的天然信任。 但

现在， 这种信任为什么会越来越稀

薄？

而从技术层面来说，当官员需要

去扮记者听真话时，也说明了官民互

动管道的狭窄甚至闭塞。

扮记者听真话，有一种矫情在其

中。 稀缺的是百姓的真话吗？ 在公权

力面前， 百姓有时候就是个屁民，不

是不想说真话，而是太想说却没有机

会和渠道去说，你看看，每次官员大

接访，有多少人星夜排队？ 当协商没

有平等、司法没有权威 、信访全凭运

气时，百姓更是把希望寄托在面见官

员上。

百姓为什么愿意把真话把问题

说给记者？ 因为记者可以把问题公之

于世，会有舆论压力，可能会引起更高层级官

员的关注重视，解决问题。 说给记者是为了能

够让官员听到。

而要听真话，要了解民间疾苦，是不是只

有基层调研一条路？

这是一个微博改变一切的年代 ，微博上

网络中存在着最真实的民意和诉求 ， 网络

问政远比扮记者更省心力更有成效 。 官员

与时代接轨， 才能管理好这个变化迅速的

国家 。

只要有一颗勤政为民的心，只要有足够诚

意，愿意放低身段，俯首倾听，就一定可以时时

处处听到真话。（相关报道详见本报今日 13版）

□

朱忠保

据央视报道，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参

加博鳌亚洲论坛， 没有住在论坛会场套房

(5 星级酒店 )，因为酒店价格是美国政府差

旅财务规定的 3 倍，大使不能住。 在记者问

及骆家辉是否会在博鳌玩几天时， 骆家辉

称能一天解决的事不会停留两天。

堂堂世界第一大国的大使， 竟然住不

起会场套房，在我们一些官员看来，未免有

些寒酸。

为什么美国官员不能乱花公款， 不乱

超标准住宿？ 谁不想多花钱享受，关键在人

家有严格遵守的财务制度， 任何人不得破

坏， 无论你官职级别有多高， 就算代表国

家，以国家的身份和名义超过标准也不行，

标准就是一条红线，任何人不得超越，不能

触碰，否则就是违法，就要追究责任。 骆家

辉因为住不起会场套房，不能超标准住宿，

只好降格住四星级酒店； 还说能用一天时

间办完的事，决不用两天，就是不想多花国

家的钱。 我们的官员恰恰相反，能用一天办

完的事，可能会用三五天，反正有公款报销

车旅费，甚至还有生活补助。

为什么腐败越反越严重？“三公消费”

越来越多？是因为我国缺少相关制度吗？当

然不是，而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违反禁

令的人多了，又法不责众，而且违法者和执

法者都是公款享受之人， 有关部门只好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视而不见，官官相护了。

若违反禁令，就严惩不贷，试问还会有哪个

官员敢以身试法？

节假日 GPS 跟踪了多少私用公车

骆家辉为何不住五星级酒店？

一篇论文

何以逼辞一位总统

□

和静钧

据本报今日 18 版报道，4 月 2 日，匈

牙利总统施密特·帕尔因论文涉嫌抄袭辞

职。 在 5 年一任期的总统位子上，施密特

刚坐满一年半的时间，他也成了匈牙利近

15 年以来， 第一个没有任满一届就中途

被迫下台的总统。

施密特在年轻时候，曾在两届奥运会

上两获奥运金牌，为国争光。 他还担任过

显赫的国际奥运会委员， 之后服务于政

府，先后担任过体育部副部长、驻外大使、

欧洲议会副议长、匈牙利国会主席。 他当

选为总统，可谓民望所归，人心所向。

这样一位“功勋人物 ”，却因一桩 20

年前的“旧事”而令其政治生命走向终结。

今年 1 月，有人在网站上披露，施密特的

博士论文涉嫌抄袭。 母校泽梅尔魏斯大学

于 3 月 27 日公布正式调查结果， 证实施

密特博士论文多处抄袭了德国和保加利

亚学者的论文。 泽梅尔魏斯大学最高权力

机构通过投票， 决定撤销总统的博士学

位，相当于从其“校友榜”中涂销掉了或百

年一遇的“总统校友”。

为了保住总统大位， 施密特曾做了

大量努力。 他声称学校无权剥夺其学位，

要提起诉讼维权。 为了切割曾是“功勋人

物”的他与“旧事”的关联，他声称抄袭事

件与担任总统并无关系，“抄袭旧事”毕

竟是学术规范问题， 非其利用公权力所

为。 在施密特所在党“青民盟”与执政伙

伴“基民党 ”绝对控制的国会里 ，只要施

密特“恋栈 ”，反对派责令其辞职走人的

呼声， 很难得到国会以弹劾等方式的实

质回应。

显然，施密特的辞职，为“总统抄袭事

件”画上圆满句号。 纵观事件前后，首先是

因为社会上有“发现机制”，能不受阻碍地

揭丑；其次，利益关联学校视学术尊严为

最高价值，能公正地作出回应，不因“事关

总统校友”而有所偏袒，“抄袭”的认定，等

于毁掉了总统职位所应持有的最高公信

与操守；第三，竞争政治的存在，客观上为

执政党选出的总统多了几重监督与制衡。

一桩论文抄袭的“小事”演变成总统

辞职的大事，其中固然有党派政治角力等

因素，但各方对学术和政治伦理的捍卫与

遵守，或许更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