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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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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当官”十大疑问

新华社记者

[质疑一]：

今年
6

月就有媒体称王志
将暂别央视

，

有可能到云南省
担任副厅级干部

，

当时云南省
委组织部曾出面辟谣

，

但现在
却又成了事实

。 “

传闻
”

成为
现实

， “

辟谣
”

反而成了
“

谣
言

”，

这种
“

官方辟谣
”

公信
力何在

？

[记者调查]：

“

我们从未就王志来滇挂
职一事发表过任何声明

，

包括
所谓的辟谣声明

。”

云南省委
组织部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

记者调查了解到
，

所谓
“

云南省委组织部曾辟谣
”

的
说法

，

源于今年
6

月在网上被
广泛传播的一则

“

王志将赴云
南当官

”

的新闻
。

报道是这样
写的

： “

记者拨通了云南省委
组织部的电话

，

一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工作人员称对这事

‘

不
清楚

’， ‘

目前我这里还没有
接到通知

。’”

云南省委组织部
负责人说

，

记者打电话询问一
个普通工作人员

，

同
“

组织部
辟谣

”

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

记者了解到的真实情况
是

：

今年早些时候
，

中组部
、

团中央招募赴西部
“

博士服务
团

”，

王志报名参加
，

个别热
衷追逐

“

名人
”、

炒作
“

名人
”

的媒体闻讯后
，

把其当成一条
有

“

轰动效应
”

的特大新闻
，

迫不及待大肆炒作
。

然而
，

“

博士服务团
”

报名的人很多
，

名额却有限
，

王志最终能不能
被选派在当时根本就是个未知
数

，

不会因其是
“

名人
”

就一
定非他莫属

，

因此
，

当时云南
省

“

没有接到通知
”

完全是实
情

。

从开始报名到确定人选
，

经过一系列的复杂程序
，

到
10

月份这批人才正式下派
，

完全
正常

，

并非一些媒体报道的
“

先辟谣后成真
”。

[质疑二]：

假如王志不是央视
“

名
嘴

”，

他还能成为丽江市副市
长的人选吗

？

[记者调查]：

据了解
，

王志此次到云南
挂职

，

并非针对他是
“

名人
”

而作出的特别安排
，

他是同另
外

8

名
“

博士服务团
”

成员一
起到云南挂职的

，

这些同志都
不是

“

名嘴
”、 “

名人
”，

也都
分别被安排到云南的几个州
（

市

）

担任副州
（

市

）

长
。

在
这一点上

，

王志并没有任何特
殊

。

据权威人士介绍
，

组织一
些拥有博士学位的高层次人才
到西部地区挂职

，

是中组部
、

团中央为支持西部地区发展而
采取的一项智力支援行动

，

假
如这次王志没有报名

，

而是一
位叫

“

张志
”、 “

李志
”

的报
名

，

照样可能被安排为丽江市
副市长人选

；

换言之
，

假如王
志不是央视

“

名嘴
”，

比如是
在某高校当教授

，

他拥有博士
学位

，

而且报名参加了
“

博士
服务团

”

到云南挂职
，

也照样
可能被安排为丽江市副市长人
选

。

[质疑三]：

现在普通人连考一个最基
层的乡镇公务员都要挤得头破
血流

，

而王志仅仅因为有点
“

名气
”，

云南就慷慨赠与一个
副厅级的高位

，

别人苦苦奋斗
几十年都望尘莫及的位置

，

他
不费吹灰之力就唾手而得

，

这
难道不让那些还在为考公务员
而拼搏的芸芸众生心寒吗

？

还
有什么公平正义

？

[记者调查]：

一些媒体和公众只看到
“

明星当官
”

的表象
，

却忽略
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

王志参
加的是中组部

、

团中央统一招
募的赴西部地区

“

博士服务
团

”。

这
“

服务
”

二字正是关
键所在

。

记者了解到
， “

博士服务
团

”

是一项带有
“

志愿者
”

性
质的活动

，

是中央为支持西部
地区发展

，

动员发达地区的高
级人才到西部短期服务的一项
人才支援西部计划

。

也就是
说

， “

博士服务团
”

是为西部
人民服务

、

帮助西部发展的
，

而不是来
“

当官
”

和分享
“

权
力

”

的
。

安排一定的职务
，

是
为了让他们有职有权

，

好办
事

，

办得成事
。

按照中组部
、

团中央的统一要求
，

挂职期间
应安排与其学位

、

职称相对应
的行政职务

，

但并不占用当地
的领导职数和公务员编制

，

不
存在对当地干部和普通群众
“

不公
”

的问题
，

所谓
“

云南
送官给

‘

名人
’”

的说法不能
成立

。

[质疑四]：

《

公务员法
》

对
“

挂职锻
炼

”

有明确规定
， “

挂职锻
炼

”

的前提是本身要具备公务
员身份

，

而王志作为央视主持
人

，

并非公务员
，

没有通过公
务员考试

、

进行过公务员登
记

，

却能够一步登天当上副厅
级高官

，

这难道不是法律在为
“

名人
”

变通吗
？

[记者调查]：

记者注意到
， “

程序违
法

”

是对王志挂职担任副市长
最主要的质疑理由

，

认为云南
省委对他的任命违反了

《

公务
员法

》。

这些质疑的声音看上
去有理有据

，

也得到了公众的
普遍认同

。

记者为此请教了有关法律
专家

。

云南华度律师事务所主

任蒋天胜认为
，

这其实是一个
“

伪命题
”。

按照我国的立法精
神

，

专门法只针对专门的事项
立法

，

而不涉及该事项之外
。

《

公务员法
》

规定的是公务员
挂职锻炼的相关程序

，

没有也
不能规定除公务员的

“

挂职锻
炼

”

之外
，

就不能有其他的挂
职形式

。

事实上
，

需要挂职的
情况很多

，

比如
，

作家
、

艺术
家为了体验生活需要到基层挂
职

，

高校教师
、

科研人员为教
学和学术研究需要有时也会下
去挂职

，

王志参加的
“

博士服
务团

”

也是一种出于西部发展
需要的挂职形式

，

这些情况均
不属于

《

公务员法
》

规定的范
畴

。

用
《

公务员法
》

来证明并
不属于该法约束范围的事项
“

违法
”，

稍有点法律常识和逻
辑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在

“

偷
换概念

”。

[质疑五]：

作为央视名牌栏目
《

面对
面

》

的主持人
，

王志的任命为
什么就不与公众

“

面对面
”

呢
？

按照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
例的规定

，

领导干部应逐级提
拔

、

公开选拔
，

提拔干部应任
前公示

。

而王志从什么级别也
不是的央视主持人

， “

连升三
级

”

一跃成为副厅级干部
，

而
且是在丽江老百姓不知情的情
况下直接

“

空降
”，

是否违反
了干部选拔任用的有关程序

？

[记者调查]：

记者了解到
，

王志只是挂
职

，

并非一些媒体和公众所理
解的

“

提拔任用
”。

挂职既可
以高挂

，

也可以低挂
，

如中央
机关一些司局级干部到基层挂
任处级职务的情况也很多

。

挂
职期间

，

挂职者并不占用当地
的行政编制名额

，

挂职结束
后

，

挂职期间的级别不保留
，

如果原单位觉得可以提拔使用
的

，

仍需要按照干部选拔任用
条例规定的程序办理

。

挂职因
为不是正式的提拔任用

，

不需
要任前公示

。

据了解
，

此前所
有挂职干部都没有公示过

。

云南省委组织部一位干部
对记者说

， “

名人
”

只是一些
媒体和公众认为的

“

名人
” ，

媒体和公众认为王志比较
“

特
殊

”，

但在组织人事部门的工
作程序中却没有

“

名人
”

和
“

普通人
”

之分
，

无论王志有
什么样的

“

光环
”，

也都只能
适用与其他挂职干部完全一致
的程序

，

不能因为王志的
“

名
人

”

身份
，

社会关注度比其他
人高一些

，

就单独对他进行任
前公示

。

[质疑六]：

王志既然由中组部和共青
团中央联合选派到地方挂职

，

是否哪位头目看好了他
，

就以
共青团的名义下派地方挂职锻
炼

，

一旦培养出成绩
，

一年半
载就可能到更高的位置任职

？

[记者调查]：

在众多关于
“

王志当官
”

事件的报道中
，

频繁出现的一
个词就是

“

挂职锻炼
”。

但是
有关专家指出

，

媒体和公众可
能都还没有意识到

，

大家其实
都混淆了

“

挂职
”

和
“

挂职锻
炼

”

的概念
。

专家们说
，

公众可能对组
织部门和共青团的职能了解得
还不够全面

，

一说组织部就联
想到

“

升官
”，

一说共青团就
联想到

“

后备干部
”。

实际上
，

组织部的工作职责除干部工

作
、

组织工作之外
，

还有很大
一块工作是人才工作

；

共青团
除了为党培养和储备

“

后备
军

”

之外
，

还有很大一块工作
是联系广大青年群体

。

干部工
作和人才工作不完全是一回
事

，

有些媒体和公众可能把两
者混为一谈了

。

王志参加的
“

博士服务团
”

活动虽然由中
组部

、

共青团中央联合组织
，

但主要是从青年人才工作的角
度考虑的

，

而不是从干部选拔
任用的角度

，

因此
，

王志和
“

博士服务团
”

其他成员到西
部

“

挂职
”，

有别于为培养和
提拔任用干部而采取的

“

挂职
锻炼

”

措施
，

他们是作为
“

人
才

”

被选派到西部
“

挂职
” ，

而不是作为
“

后备干部
”

下来
“

挂职锻炼
”，

与他们将来的仕
途升迁并无直接关系

。

专家们指出
，

当然
，

有一
些

“

博士服务团
”

成员后来确
实作为党政人才使用了

，

但更
多的是回去后仍然从事各自的
专业技术工作

。

王志作为
“

博
士服务团

”

一员到云南挂职
，

主要目的是
“

挂职服务
”

的
，

不应该理解为
“

挂职锻炼
”。

[质疑七]：

同王志一样参加
“

博士服
务团

”

到云南挂职的共有
9

人
，

为什么其他人都只挂了一
个职务

，

唯独王志
“

一身兼三
职

” ？

是否因为王志是
“

名
人

” ，

就对他格外
“

高看一
眼

”？

[记者调查]：

王志在挂职担任丽江市副
市长的同时

，

还兼任云南省委
外宣办副主任和云南省政府新
闻办副主任

。

记者了解到的内
情是

：

王志的博士学位是新闻
学方面的

，

他个人的愿望当初
也是到省政府新闻办挂职

（

省

委外宣办和省政府新闻办实际

上是一回事，“一个机构两块牌

子”

），

最初的方案也是这样
。

但
云南省委在研究本批

“

博士服
务团

”

成员的岗位安排时
，

考虑
到其他同志都是到州

（

市

）

挂
职

，

唯独王志留在省直机关不
合适

，

不能因为他是
“

名人
”

就
跟别人不一样

，

因此最后决定
让这批人都下到州

（

市

）

挂职
。

考虑到他个人的意愿和专业对
口

，

仍然保留了新闻办的挂职
，

但平时工作
、

生活都在丽江
，

新
闻办只是在有重要工作的时
候

，

如大型的外宣活动
，

才让他
发挥一下专家的作用

，

给一些
咨询意见

。

据有关部门介绍
，

这种安
排不仅不是对王志的

“

特殊礼
遇

”，

相反正是出于要
“

一视同
仁

”、

都要下到基层去的考虑
。

[质疑八]：

在给王志丽江市副市长职
务的同时

，

又额外奉送一顶
“

省
政府新闻办副主任

”

的帽子
，

是
否意在用官位

“

收买
”

舆论监
督

———

用王志这张
“

王牌
”

帮助
云南拦截批评报道

、

负面报道
？

[记者调查]：

记者带着一些媒体和公众
的这一疑问

，

采访了云南省政
府新闻办负责人

。

该负责人告
诉记者

，

云南省委
、

省政府高度
重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

一
贯对舆论监督持欢迎和支持的
态度

。

今年初
，

云南出台舆论监
督新规

，

在全国率先将舆论监
督纳入对干部问责的依据之
一

，

此举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
充分肯定

，

批示宣传推广云南

的做法
，

新华社
、《

人民日报
》、

中央电视台等中央主要新闻单
位都对此进行了宣传报道

。

这位负责人说
，

云南方面
之所以尊重王志的个人意愿保
留其在新闻办的挂职

，

除了
“

用
其所长

”

外
，

并无任何要打压
、

堵截舆论监督的意图
。

[质疑九]：

王志挂职丽江是否是一场
典型的

“

权名交易
”：

王志需要
过过

“

官瘾
”，

而丽江需要王志
的

“

名人效应
”，

双方自然一拍
即合

？

是否是丽江市一手导演
了这场作秀游戏

，

在扭曲的政
绩观推动下

，

上演了这场力邀
“

明星当官
”

的政治作秀闹剧
？

[记者调查]：

丽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

新闻办主任张文银告诉记者
，

王志要到丽江挂职
，

丽江方面
也是在云南省委常委会讨论决
定后才接到通知

，

此前不要说
是丽江市

，

就连王志本人也没
有想到会来丽江

，

他一直以为
会按照他的个人意愿到云南省
政府新闻办

。

因此
，

所谓丽江市
力邀

“

明星当官
”

等等说法都是
毫无根据的

。

张文银希望公众能认识
到

：

第一
，

王志不是为了过
“

官
瘾

”

才来挂职
，

他是参加
“

博士
服务团

”

来为西部服务的
，

我们
应该赞赏这种服务贫困落后地
区的奉献精神

；

第二
，“

博士服
务团

”

由中组部和团中央在全
国统一招募志愿者

、

统一选派
到西部

，

且有严格的资格准入
条件

，

不是地方政府想送谁
“

官
帽

”

就能送给谁的
，“

权名交易
”

等等说法根本无从谈起
。

[质疑十]：

“

王志当官
”

无非是旅游胜
地丽江市精心策划的一次

“

广
告秀

”：

借助王志的
“

名人效应
”

为丽江的旅游乃至政府形象加
分

，

提高丽江的影响力和国际
竞争力

。

用
“

官位
”

做
“

广告
”，

难
道不是对全国人民的忽悠吗

？

[记者调查]：

“

王志作为央视主持人之
一

，

的确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

说
他是名人也不错

，

但我们丽江
也是名动天下的历史文化名城
吧

？

一个是
‘

名人
’，

一个是名
城

，

但我敢说
，

知道丽江的人一
定比知道王志的人多

！ ”

丽江古

城纳西族居民和仕华对记者
说

，“

不信
？

可以到北京的大街
上随便拦住一个金发碧眼的老
外

，

问他是知道丽江还是知道
王志

？ ”

和仕华认为
，

有些媒体
可能把王志的

“

名人效应
”

夸大
了

，“

丽江欲借
‘

名嘴
’

提高国际
竞争力

”

之说很无聊
，

一个王志
也担不起这样的重任

。

“

搞不懂有些媒体为啥这
么喜欢拿

‘

名人
’

说事
，

这么个
芝麻绿豆大的事也要掘地三
尺

，

有意思吗
？ ”

和仕华说
，“

有
一些媒体或许把王志当成妇孺
皆知的

‘

大名人
’

了
，

说实话他
没来丽江挂职之前

，

我还真不
知道他是谁

。 ”

和仕华告诉记者
， 《

面对
面

》

节目倒是经常看
，

但从没注
意采访

、

问话的记者是谁
。 “

节
目里他不就是问几句话吗

？

哪
个记者采访不提问题

？

能说出
些道道

、

给人启发的是接受采
访的那些人

，

我没觉得主持人
有多了不起

。

报社记者问问题
要记笔记

，

回去后还得花工夫
整理

、

动脑筋写出漂亮的文章
，

主持电视节目就简单多了
，

往
那儿一坐只管问

，

既不用记也不
用写

，

脑子都不用怎么动
，

问完
走人就是了

。

把他们捧成有多
了不起的

‘

名人
’，

我不能理
解

。 ”

“

再说了
，

王志是不是
‘

名
人

’、

是有多大声誉的
‘

名人
’，

咱老百姓也不关心
。 ”

和仕华很
认真地说

，“

在我们丽江群众的
眼里

，

他跟其他副市长并没啥
区别

。

他是博士
，

又是来服务西
部的

，

我们只盼望他能运用他
的才学

，

真正为丽江办几件有
意义的事

。 ”

（新华社昆明 10月 30 日

电）

天气变凉，谨防儿童患肾病

最近
，

淇县同济肾病医院
一连收治数名儿童肾病患者

，

该院李兴国院长提醒
，

随着天
气变凉

，

家长要注意小儿身体
的变化

，

警惕肾病缠身
。

秋冬时分
，

儿童为何易患
肾炎呢

?

李兴国院长说
，

患病
原因一是随着气温下降

，

孩子
容易发生上呼吸道感染

。

据医
学统计

：

引发急性肾炎的病因
中

，

上呼吸道感染约占
60％~

70%

；

临床证明
：

在肾炎
、

肾病
进程中

，

感冒是使血尿
、

蛋白
尿反复出现和加重的重要诱
因

；

同时肾病患者由于抵抗力
弱

，

极易感冒
，

如此恶性循环
，

致使肾脏疾患迁延难治甚至
逐渐加重

。

二是在炎热的夏
季

，

小儿容易患脓包疮
、

扁桃
体炎

、

咽炎
、

猩红热等由链球
菌引起的疾病

，—

到秋冬季
，

肌体对链球菌病毒发生变态
反应

，

从而引起小儿急性肾炎
发生

。

如何预防小儿急性肾炎
发生和原有肾病加重

?

李兴国
院长指出

，

关键是要预防感冒
和防治链球菌感染

；

保持孩子
皮肤清洁

，

防止脓包疮等疾
病

；

增强体质
，

预防感冒
、

咽
炎

、

扁桃体炎的发生
；

随气温
的冷暖及时增减衣服

，

免受风
寒潮湿

，

也不可过暖多汗
；

按
时起床

、

睡眠
，

避免过度疲劳
。

河南淇县同济肾病医院

专 家 咨 询 热 线 ：

0392-7221333

� � 免 费 咨 询 热 线 ：

8009191555

� � 网址：www．hntjyy.com

淇

县

同

济

肾

病

医

院

肾病健康之窗

核心提示：

央视“名嘴” 王志

近日赴云南挂职，担任

丽江市副市长，同时兼

任云南省委外宣办副

主任、省政府新闻办副

主任。 一石激起千层

浪，一些媒体和公众对

王志从主持人一跃成

为 “一身兼三职” 的

“地方大员” 质疑之声

不绝于耳。

近日，新华社记者

先后走访云南省有关

部门和干部群众，揭开

笼罩在“王志当官” 事

件上的十大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