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南充市地方海事

局工作人员上班时间在海事

船上打麻将、斗地主，近日被

网络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曝了

光。海事局对此事调查处理，

相关当事人被要求作出书面

检讨并被罚款

10

元。 这个

10

元罚款引发了更多的网

络质疑，网民称之为“最牛处

罚”。

(3

月

28

日《新京报》

)

对行政处罚来说， 这个

“

10

元罚款” 其实难称“最

牛”。“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的行政问责， 在人们的有限

视野里屡屡可见。至少，坊间

流行甚广的行政处罚方式

“罚酒三杯”，较之“

10

元罚

款”还要“牛”得多。“

10

元罚

款” 总归还算轻描淡写，“罚

酒三杯” 则纯属酒桌上的戏

谑。处分成了玩笑，法律的庄

严也就踪迹皆无了。

当然， 现行的法律法规

里没有“罚酒三杯”这样的行

政处分， 这只是“潜规则”。

“明规则”里，约束行政违法

违纪主要是《公务员法》和

《行政监察法》 这两部法律，

以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

条例》这一行政法规。在具体

规范处罚内容和程序的《条

例》中，共设定了警告、记过、

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六

大处罚方式。 因此，“罚款

10

元”和“罚酒三杯”一样，都是

“山寨版行政问责方式”。

“最牛罚款”正在网络热

议中，“最牛公务员” 又随即

而来。媒体

3

月

29

日曝光了

这样一位“牛官”：重庆市奉

节县吐祥镇党政办主任雷清

平在不请假的情况下， 利用

上班时间为朋友办生日宴。

记者采访时，雷清平竟称：不

管记者是在报上、 网上或是

在中央媒体乃至《人民日报》

“曝光”，他作为国家公务员，

“最多也就是给个处分”。

雷主任的话雷倒了不少

人，不少网民指责雷是法盲，

称之为“最牛公务员”。 而我

认为恰恰相反， 雷主任很懂

法，他不但懂得“明规则”的

法，更懂得“潜规则”的法。

“明”着说，根据《条例》

规定，“旷工或者因公外出、

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

归，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

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

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

开除处分”。对这一行政违法

行为， 可给予的处分覆盖了

全部六种处罚方式， 自由裁

量权之大，令人瞠目。 并且，

这一条款中， 何为“不良影

响”，何为“情节较重”，何为

“情节严重”都将由行政部门

自行解释。这样的含糊其辞，

大大弱化了法律法规应有的

刚性，“处分条例” 实则被异

化成了“自律条例”。

“暗”着说，既然法律法

规已经设定了如此宽泛的自

由裁量权， 责任人所在的行

政部门当然乐于“依法从

轻”。对行政问责中屡见不鲜

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公

众除了表示异议，“有效监

督”难以谈起。

法治政府就是责任政

府，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

治官。 作为“官本位”根深蒂

固的国家，对扑面而来的“行

政法时代” 确有诸多不适，

“最牛罚款”、“最牛公务员”

就是例证。要化解这种尴尬，

仍须推动行政法治的实现。

“ 最牛罚款”与“ 最牛公务员”

□

王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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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翔西区， 一些居民在绿

化带种菜， 绿化带俨然成了这

些居民的私家菜园， 种菜的居

民用化粪池里的大粪浇菜，菜

地附近的居民已经忍受臭味一

段时间了， 邻居们对此很有意

见。（详见本报

3

月

27

日

3

版

《大粪浇菜熏你没商量》）

对于在绿地上种菜的小区

居民来说，可以亲手种点蔬菜，

吃上自己的劳动成果， 享受田

园生活的乐趣。 可是这样做是

否考虑过其他业主的感受呢？

小区绿地让小区空气清

新。 小区住户共享一片绿色，而

这片绿地却被个别人破坏了。

毁“绿”种菜，看似小事，其实损

害的是公共资源， 因为小区绿

地是业主共有的。 小区绿地变

成了私家菜园， 明显破坏了小

区的整体景观， 同时也侵犯了

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 很大程

度上还会引发邻里矛盾。

近年来， 把小区绿地变成

自家“菜园子” 的现象屡有发

生， 居民在小区绿地上种菜乐

此不疲， 归根结底就是这些居

民为了一己之私， 为了自己吃

菜省钱、方便，而把公共绿地变

成自家的菜园。 在这个小区，空

气污染已经成为小区居民一道

亟待解决的难题， 随之而来的

是邻里之间的和睦关系会受到

影响。

笔者希望， 该小区种菜居

民能认识到公共环境的重要

性，尽快让难闻的气味消失，还

小区一个干净、 整洁的居住环

境。 自觉倡导文明之风，让小区

的环境变得更加和谐、美丽。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12365

投诉举报专线已于

3

月

24

日

正式开通。 投诉举报专线将广

泛接受群众的举报投诉， 严厉

打击假冒伪劣以及计量违法行

为，为消费者和企业做好服务。

（见本报

3

月

27

日

2

版《质量

投诉举报 请拨

12365

》）

一提到消费维权， 很多人

的第一反应是打“

12315

”找消

协， 现在又有了这条质监部门

开通的热线， 为消费者开辟了

另一条维权通途。 在发现食品

不卫生、商品缺斤短两、游乐场

所设备不安全等问题以及买到

假冒伪劣产品后， 都可以到质

监部门进行产品质量问题投

诉，还能专线咨询产品质量、标

准、计量、认证等方面的问题。

在消费者热切期盼下各部门群

策群力打好组合拳， 让广大消

费者看到了维权的新希望。

消费维权工作涉及众多行

业方方面面， 加强行政职能部

门的协调配合， 不断提高消费

维权整体合力， 可以一定程度

上做到减少社会投入， 为广大

消费者维护权益提供更为便捷

的渠道， 避免消费者在实际维

权道路上四处求告久拖不决，

最后弄得身心俱疲的现象。 在

这方面， 由政府组织消费维权

联动行动，进一步加强工商、质

监、卫生、农业、食品药品监管

等相关职能部门的合作， 由公

安、医疗、工商、税务等部门联

合执法， 建立健全情况通报和

联席会议制度， 充分发挥各部

门在消费维权方面的整体优

势， 进而妥善处理消费者反映

的难题。

针对消费者咨询投诉的热

点问题，加强专业执照管理，强

化产品安全标准， 是广大消费

者普遍的呼声。 一些服务质量

关系重大、 而一般消费者又缺

乏足够专业知识的行业， 比如

说医疗服务、家电维修等，由于

容易产生信息不对称现象，出

现较多消费者权益受损的情

况。 希望对此类行业严格把关，

加强专业执照管理。 对于消费

者较难凭个人知识、 经验来鉴

定消费安全程度的产品， 比如

食品、饮料、药品等，考虑到与

生命健康息息相关， 期待能够

制定并强化产品质量安全标

准，加大安全标准检验力度。

“悬赏百万，打倒腐败村

官！ ”经过

40

多位村民代表

讨论后， 广东省陆丰市东海

镇炎龙村委会高厝村村民作

出了如上决定。“我们用了

3

年半时间，走遍了

30

多个部

门，还告不倒一个小组长。 ”

读到这样的新闻， 开始

感到有点搞笑， 别说悬赏百

万，即使千万、千千万，又有

哪位官员胆敢站出来接招？

这种悬赏，一旦落地成果，就

是公然行贿。可以肯定的是，

这种阳光下的悬赏绝无落地

成果的可能。 因为真正的清

官不会为金钱所动， 而贪官

虽然爱钱， 但没傻到可以站

出来公开接受贿赂的地步。

不知村民们有没有想

过， 他们这一做法其实非常

精妙，颇具智慧。百万元不是

小数目，村民们下此决心，目

的就是要扳倒腐败村官。 眼

下，村民们看到了希望。当然

这不是他们征到了能够主持

公道的清官， 而是他们的这

一做法产生了震动效应。 日

前， 陆丰市委针对高厝村村

民“悬赏百万征清官”的事情

召开了常委会议， 责成东海

镇纪委、 镇政府会同市国土

部门联合成立督察小组，对

高厝村私卖土地事件进行全

面清查，“一经核实， 严惩不

贷，决不姑息”。

3

年半的告

状之路， 村民们走得一定很

辛苦，现在分文未花，就让他

们看到了正义的曙光， 真乃

高招也！ 虽然这是迟来的正

义，但对村民们来说，又何尝

不是一种精神鼓舞呢？

有人认为村民们的这种

做法有噱头之嫌，依笔者看，

这不是噱头， 而是村民们在

饱尝无数苦涩滋味后“倒逼”

公权部门反腐，是无奈之举，

是悲哀之举。 与腐败行为斗

争，是公民责任，是公权所要

保护和支持的。 在正义长久

得不到伸张后， 高厝村村民

悬赏百万恳求清官反腐难道

不是一种悲哀？ 反腐败斗争

是长期的， 公权部门应该形

成完整的反腐败体系， 依靠

群众使“高招”“倒逼”反腐终

究不是长久之计。

所以，“悬赏百万征清

官，这不是村民的悲哀，这是

公权的悲哀。我们应该看到，

因为无视群众举报或因为对

腐败行为予以袒护， 已经对

群众的反腐积极性造成了伤

害， 甚至对公权部门不再有

信任感， 而是想通过个人的

力量， 以腐败的方式去反腐

败。而没有群众参与反腐败，

腐败现象就难以得到铲除，

腐败分子就难以被揪出。

“ 悬赏百万征清官”是谁的悲哀
□

薛建国

再多一些维权通道
□

陈 琛

小区绿地岂能成菜园
□

白 瑞

3

月

28

日

20

时

30

分至

21

时

30

分， 全球

81

个国家和

地区的

2400

多个城市熄灯一

小时，共享黑夜的浪漫。 这是世

界自然基金会面向全球发起的

“地球一小时”活动。（详见本报

3

月

30

日

2

版《熄灯一小时，市

民响应“地球一小时”活动》）

看到我市市民也加入了全

球性的“地球一小时” 节能活

动，笔者深感欣慰。 在

28

日

20

时

30

分，伴随着鸟巢、水立方

灯光的熄灭， 我国多个城市加

入到了熄灯一小时的行列。 与

此同时，在我市，也有许多市民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默默响应着

对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支持。

在熄灯的一小时中， 我们似乎

回到了没有电的时代， 静心感

受着星月的皎洁璀璨， 家人一

起的安静温馨， 我们喧闹的内

心也得到了安宁。

只是， 别让这熄灯一小时

活动成为一场临时的作秀和娱

乐。 面对地球资源的缺乏、全球

变暖的环境威胁， 熄灯一小时

仅仅是杯水车薪。 就如宣传的

那样， 这次全球活动的最终目

标，是“旨在通过在特定时间内

熄灯一小时的行动， 来表达对

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支持，并

提醒与号召人们树立节能意

识”。 与“世界无车日”的少开一

天车活动一样， 开展这种活动

使人们认识到能源紧缺的严重

性、环境保护的紧迫性，形成节

约能源、爱护环境的意识，这才

是最重要的。

节约能源、 保护环境是一

场持久战， 仅靠一次全球的临

时行为远远不够， 以这次宣传

活动为契机，将“熄灯一小时”

的观念融入市民生活的每一

天，这才是关键。 每天少开一盏

灯，每天早熄一分钟灯，手机充

完电后及时拔掉充电器， 电视

不看的时候断开插座电源……

每天节约一度电，一年就是

365

度电，这才是“熄灯一小时”宣

传的最终目的。 只有我们将节

能环保意识融入每一天， 才能

取得好的效果。

“ 熄灯一小时”融入每一天
□

李 可

买房加分
购买县城一多层住宅

小区的商品房，购房户的子

女如果要进入当地一所重

点高中就读，中考就可以享

受加分

15

分的“利好政

策”， 这是泗阳一楼盘打出

的“雷人”广告。

(3

月

22

日

《扬子晚报》

)

一位从事教育工作多

年的老教师对此表示忧虑，

认为这会造成教育上的不

公平。如果孩子生在比较富

裕的家庭，买了房子可以加

15

分， 那么没买房子的家

庭子女还没考试，就比买房

子的家庭孩子少了

15

分，

这显然不公平。

王成喜 文

/

图

重庆应届高三学生中，

有上万考生没有报名参加高

考。 招生负责人称，“读书无

用论”思想在农村蔓延，不少

农村孩子想早些出去打工挣

钱。

(3

月

28

日人民网

)

万人放弃高考， 难道果

真是“读书无用论” 造成的

吗？ 通读了新闻便觉把板子

完全打在教育体制身上，或

把矛头直指“读书无用论”，

是有失公允的。

首先， 重庆上万人放弃

高考，有着不同的具体原因。

正如重庆一名招生负责人所

陈述的三种原因， 一是有的

农村孩子迫于无奈， 想拿个

毕业证外出打工； 二是在严

峻的就业形势面前， 有人认

为， 孩子成绩平平只能上专

科， 还不如早些出去打工挣

钱； 三是一些学校迫于升学

率的比拼压力， 会召集部分

升学无望的考生做思想工

作，劝其放弃高考。

纵览三种原因， 其实与

“读书无用论” 都扯不上边。

第一、第二种原因，无奈的现

实之下， 也算是考生及其家

庭的某种理性选择。 第三种

原因， 这些劝阻学生参加高

考的学校， 尤其应该受到批

判，这种功利化的政绩思维，

凸显了学校的冷血和残忍，

而这更与读书无用论无关。

中华千年来弥漫着“万

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

念，因而，万人放弃高考尤其

值得反思。首先，为何有一些

学校利欲熏心， 为了片面追

求升学率， 而置学生权益于

不顾？其次，当今教育消费畸

高，无论复读还是大学学费，

都让贫寒子弟望而却步。 最

后，就业形势的确严峻，这让

善于盘算的家长， 思考读书

是否值得。此外，教育资源城

乡不均衡，与城市孩子相比，

农村孩子拥有的机会不多，

从而选择放弃。因此，万人弃

考，并非“读书无用论”抬头，

实乃无奈现实所迫。

万人弃高考无关“ 读书无用论”

□

秦 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