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员能否留须
关键得看大众感受

民意围观的是房产，更是财产公示制度

领导干部忌惮“作秀”
是个好兆头

民意围观的是房产，更是财产公示制度，因为

房产本应该包含在财产公示制度当中。但问题

是，现阶段的财产公示制度前景还难容乐观。从

1988 年提出这项立法动议到现在，已历时 20 多

年。从中办和国办 1995 年颁布关于县处级以上

党政领导干部申报收入的内部规定到现在,已经

过了17年，从2001年中央纪委和中组部联合制定

省部级高官家庭财产报告的党规15条到现在，已

经走过了十一个春秋。

现阶段财产公示制度虽然在新疆阿尔泰、浙

江慈溪、江苏绍兴等地展开，但暴露的问题也不

少，尤其在房产问题上难以大动作。更需要指出

的是，有限的公开多在内部开展，如宁夏银川市采

取的方法是在官员所在单位内部公示，通过局域

网或公告栏公示，外界只有前往该单位才能看到，

公示期只有7天，到期后申报内容存入档案。

整个社会民众对该制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从媒体铺天盖地的关注报道，到网民数量庞大的

跟帖讨论，再到学术界的积极建议，都显示出了社

会对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关注。鉴于当前的反腐

形势和公民的知情权需求，财产申报制度应该早

早接地气，让更多的社会公众能够了解公示的内

容，并借鉴国外经验，在实践中扫清制度障碍，早

日完善出切实可行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评论

时事
乱炖

广东省委常委、

深圳市委书记王荣

近日借媒体转达对

国庆长假加班加点

工作的工作人员的

感谢。他风趣地说，

他本来打算节假日

期间去慰问一下的，

后来想想还是取消

了，一来是担心过去

慰问了把工作人员

的正常工作打乱了，

二来也担心老百姓

说这不又是在作秀

嘛。（10月10日《南

方都市报》）

电 子 信 箱 的

勃然兴起，的确给

信息交流、来往通

讯、新闻传播等诸

多方面，带来了极

大 的 快 捷 与 变

化。好处多多，毋

庸赘述矣。

时评

微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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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称，广州

番 禺 城 管 分 局 政

委 蔡 彬 及 家 人 拥

有21 处房产，这些

房 产 价 值 超 过

4000 万 元 。 其 妻

子 时 丽 珍 也 为 公

职 人 员 ，现 已 退

休，名下有房产 17

套 。 蔡 彬 否 认 有

21 套房产，称“如

果真有那么多，我

肯定很高兴”。（今

日本报18版）

非常
道

张玉胜

节日期间坚守岗位，这份辛劳的确值得尊敬与

感谢。但很多时候的领导“慰问”，不是重在体察坚

守者的辛苦与诉求，而是意在彰显官员“联系群众”

的“亲民”形象。君不见，慰问活动中一大帮媒体记

者的随行，慰问后报纸、电视连篇累牍的报道。同

时，一干领导在劳动者忙于工作时现场慰问，势必会

影响一线工作秩序，增加基层的迎送负担。从这点

说，深圳市领导取消假日慰问不失为理性与明智的

选择。

忌惮“作秀”，需防止官员与社会两个层面的认

知误区。一是官员不能惧于“作秀”而不作为。应该

说，领导干部除了岗位职责，对社会都应负有率先垂

范的引领义务。这就决定了他们的言行不可避免的

会有“作秀”成分，比如倡导廉洁勤政、关心弱势群

体、带头遵纪守法、致力公益事业等等。他们的

“秀”应该是基于号召与承诺、榜样与示范。衡量是

否“作秀”当主要看其行为是否言行一致和持之以

恒。

二是舆论切勿动辄滥施“作秀”大棒。“作秀”论

的泛滥已是不争事实。在一些人看来，官员的一举

一动皆“作秀”，比如自行车接送子女、请农民工吃

饭、车站负责人排队买票等等。且不说其是否有“作

秀”本意，即使真“作秀”，如果人们给予的是掌声与

鼓励而不是质疑与挑剔，“作秀”或许能衍生为常态

化坚守。一概而论地滥施“作秀”大棒，势必会打压

善举的萌动。

领导干部忌惮“作秀”无疑是个好兆头。传递和

放大社会正能量，宽容和引导官员“作秀”，或许会

有“良币驱逐劣币”的疏导功效。摒弃“作秀”，不妨

就从领导干部忌惮“作秀”开始。

《经济观察报》总编助理王克勤 9 日发

布微博称，原本当日云南《都市时报》A30版

要推出《福建“表叔厅长”来了》。几十万份

报纸已经印刷，凌晨却被跨省销毁。（10月

10日《深圳都市报》）

在媒体资讯异常发达的今天，偶尔能看

到个别基层官员藐视舆论监督或者是舆论

监督稿件胎死腹中的消息，但几十万份已印

好的报纸被跨省销毁的新闻还是第一次看

到。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舆论监督工作，

温家宝总理在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

曾明确提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

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

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但总有一些地方

不把舆论监督当回事，要么阻挠采访，殴打

记者，为舆论监督设置障碍；要么轻视舆论

监督，不把舆论监督当回事，这些都不是和

媒体打交道的正确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

舆论监督只会越来越强化，微博的兴起，让

人们时时处处都可以上网，用手机把身边违

法违纪的人或事通过文字、图片的方式传到

互联网上。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大地上，“全

员监督”时代已经来临，如果一些地方和单

位的领导仍然是原来的“死脑筋”，无视舆论

监督，拒绝舆论监督，或者面对舆论监督口

出狂言，那么他迟早会被舆论监督得“体无

完肤”，在人生道路上留下不光彩的一页。

揭开“跨省毁报”背后的面纱很重要，能

够从不和谐音中听到错位的真实，从网民的

激烈情绪中把握民意的活力更重要，这是网

络时代各级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和应有姿

态，在这方面，四川省会理县“悬浮照”的领

导们已开了一个好头，但愿更多的领导干部

能够体味出其中的真谛！

某大学“校友基金会”工作人员抱怨说：“别的大

学搞校庆，捐款有几亿元。我们学校到现在还不到

2000万元，太少了，领导都非常着急。”

最近武汉各高校的校庆活动一个接着一个，你

方唱罢我登场。继10月6日华中科技大学、湖北工

业大学 60 周年校庆后，武汉工程大学、中国地质大

学、江汉大学文理学院、武汉商贸学院等高校将接连

举办校庆活动。

“我自己平常就挺热心公益，现在回头看看自己

太太挺这么大肚子都没人有心让个座，感觉还是有

点心寒。”

从 25 岁起，南京的胡翊便开始坚持献血，13 年

下来，他已经累计献血3.6万毫升了，其妻子怀孕无

人让座。有这么多人关注到胡翊，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在于胡翊“献血英雄”的身份。

电子信箱和书信尺牍
余云

由此，我想到“八行书”已逐渐退出“历史舞

台”，亲笔手札寥若晨星。至于我的一些亲属来信，

不但字丑，错别字也时有出现。我想，电子信箱与手

书信札当并行不悖，各有千秋。这几千年的文化传

承，要是“失传”了，真是十分可惜！

我国历代的书信尺牍，有人把它放在随笔、散

文、小品等一类，也有人把它作为书法、文学和金石

艺术“三结合”的瑰宝来欣赏。著名学者郭预衡著

《中国散文史》，特地把“尺牍之文”作为一个章节来

论述。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煌煌

钜著10册中，除两册日记外，其余全是书信，从1904

年至 1936 年，共 1388 件，原件影印，那些彩色的笔

谱，至今仍光华夺目。在当今的文物拍卖市场上，名

人书札也是抢手货，可以这么说，它是一块蕴藏量很

大的文化宝库。时下出版的《曾国藩家书》、《茅盾

书信集》、《巴金萧珊书信集》、《傅雷家书》，以及《旧

墨记》（“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等等，在这里可

以欣赏到先辈学人的遗墨，还有很多珍贵的文史资

料可以参阅。

历代许多先辈的书札，籍挥毫以达意，借缣素以

述情，非常赋有文采。诸如人们熟知的李陵《答苏武

书》、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马援《诫兄子严敦书》

等，这都早已进入了文学典籍。我曾读过黄花岗七

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在广州起义前夕给妻子的

绝笔书，壮怀激烈，情挚感人，至今还有些印象。信

中说：“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此之中国！吾幸

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此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

嗟乎！”这些话说得多深刻，把儿女私情溶入了爱国

情怀之中，既是抒情之文，又是宣扬辛亥革命理论的

檄文！

话又说回来，我是主张在广泛运用电子信箱的

同时，那些手书信函、“八行书”，也要保留、传承下

来，让这一份传统文化渊源流长。——我的这些想

法是否发思古之幽情，是耶非耶，其是然耶。

金戈

舒锐

湖南祁东县前常务副县长、衡阳市卫生

局党组书记邹爱民因留了八字胡，日前引来

网友热议。有网友在论坛将其蓄有胡须的

照片发帖，并称为“毛官”。有网友认为其违

反公务员形象规定，另有网友则表示，“只要

是清官就好，其他什么都不重要。”（10月

10日《深圳晚报》）

纵观邹先生，他并没有留有怪异的胡

须，并且更有很多公众为其鸣不平。这就说

明至少这些公众并不认为邹先生的留须行

为影响了“举止端庄，仪表整洁”。这就类似

于法律没有规定公务人员不能戴眼镜，而如

果某位公务人员佩戴了一副极其古怪以至

于公众无法接受的眼镜，自然不大合适。反

之，我们就不能对其是否戴眼镜、戴何种眼

镜作出硬性要求。同理，邹先生留了一片并

不怪异的胡须，其实并没有某些网友所指责

的那么严重，甚至某些网友称其为“毛官”本

身就可能涉嫌侮辱。

我们大可不必用留胡须来判断某个官

员是否符合公务员形象。只要他有着服务

群众的赤诚之心，真正做到了“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是一位值得公

众尊重的好官。否则，像前不久下台的陕西

“表哥”杨达才那样，把胡须刮得再干净，也

不符合人民公仆的应有形象。

请揭开“跨省毁报”
事件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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