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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饭剩菜罚款侵犯私权
全能治理方式尤需警惕

微评论

“吃空饷”者诈骗，“发空饷”者同罪
盛 翔

又是“吃空饷”！一个客观的现实是，“吃空饷”

已经成为财政资金流失的黑洞。中央下发一个通

知，四川、海南、重庆等7省市，就清理出“吃空饷”者

7万多人。以年人均消耗财政支出5000元至2万元

计算，7省份一年共增加支出3.5亿元至14亿元。

“吃空饷”为何长期存在？是因为查处很

难，还是因为缺少办法？显然都不是，唯一的问

题就是缺少决心，满足于所谓“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说白了，只要网友不曝光，只要上面不

发通知，无论韭菜长得多高都不会去割。即便

被曝光，只要不是本地的，也绝不会去主动地

“举一反三”；即使有通知，只要可以应付，就绝

对只用“自查自纠”来应付。于是，运动式清查

搞了一次又一次，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吃空

饷”的漏网之鱼还是大大地有，没有最多只有更

多，没有最惊人只有更惊人。

“吃空饷”既是令人痛恶的腐败，更是典型的

诈骗犯罪。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对于“吃空饷”者

的所谓处罚，长期采用的竟然都是“既往不咎

制”。只要其在规定时间内回原单位上班，此前

的“吃空饷”就算白吃了，就算被公开曝光后需要

应付舆论，最多也不过是开除公职了事。令人百

思不解的是，“吃空饷”为何不能依法追究诈骗之

刑责？许霆很偶然地从坏了的ATM机里拿钱，

最高可以判无期；“吃空饷”者明目张胆地从国库

里偷盗，却无需承担任何刑责——违法成本如此

之低，“硕鼠”焉能不成群结队？

“吃空饷”者诈骗，“发空饷”者同罪。惟有

如此，权力才会互相形成制衡，才不至于一个小

所长就能畅行无阻地安排十几个人“吃空饷”。

“20分钟会议”当成会议范本评论

时评
河南叶县水利

局下属的河道管理

所所长利用职务之

便，早早为还在上

学 的 儿 子 捧 起 了

“ 铁 饭 碗 ”，每 月

1000 多元的工资，

现 在 已 经 领 了 6

年。记者调查还发

现：该单位中，未满

18岁就有编制的职

工竟有 10 人，据称

这些人中多数都是

所长的亲戚。（5月

29日《东方今报》）

5 月 27 日，中

央纪委电视电话

会议部署全国纪

检监察系统会员

卡专项清退活动，

一次全国性的会

议 只 开 了 20 分

钟。会上，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

央纪委书记王岐

山的讲话，只用了

10 分钟。（5月 29

日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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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中纪委电视电话会议以纪检监察系统清

退会员卡为突破口，向世人宣告了新的反腐课

题。除此之外，本次会议的会风之简洁、效率之高

效，也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一个全国性的电视

电话会议，仅仅用了20分钟就完成了部署，而王岐

山书记的讲话也仅仅用了10分钟，会议之精简，让

许多人大呼不适应。

一个位于体制之内的人在职业生涯之中究竟

要开多少会？据2008 年6月份上半期《半月谈》的

一组数据：一些单位的主要领导一年中参加的大

小会议、活动绝不会少于1000个。同时，有些会议

异化为公款游玩和公款吃喝。有顺口溜为证：“会

前定调子，会上排位子，会中念稿子，会后拿筷

子”，“开三天，玩三天，转转悠悠又三天”。

如此会议体制，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负能

量”。一是，会议占用了官员和公务员大量时间，

大大降低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对此有人讽刺道，

“人多的会议不重要，重要的会议人不多”；二是，

过于讲究排场和形式，官话套话连篇，让形式主义

泛滥成灾，对此，《人民日报》还曾评选最反感的官

话套话，之如“高度重视”、“取得阶段性成绩”等用

语榜上有名；三是，“会议经济”，会浪费掉大量公

共财政，2011年发布的《中国会议蓝皮书》指出，目

前，我国每年举办各种会议多达几千万个，“产值”

已达万亿元。

“20分钟会议”当成官场会议的常态。实实在

在地开好每一场会，拒绝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从

现在开始，从开的每一场会做起。对此，每一位身

在体制内的人员，都应该从会风和文风上去改变

自己，改变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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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场所吃饭也有风险了，一旦出现剩

饭剩菜就会被罚款。28日，武汉市文明餐桌行

动领导小组表示，武汉将对宾馆、饭店、餐馆、

学校食堂、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食堂剩饭剩

菜行为制定处罚办法。（5月29日《武汉晚报》）

剩饭剩菜罚款有侵犯私权之嫌，因为只要

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权利，一个人如何就

餐、是否剩饭是他的自由，官方不应该粗暴干

涉。同时，武汉的宾馆、饭店、餐馆、食堂数量

都有很多，每到饭点会有数以万计的人同时就

餐，不知相关方面是否想过罚款的可操作性？

更令人担忧的是，为了执行本没执行力的政

策，官方很可能采取权力下放、权力出租的形

式，让饭店老板员工、社区大爷大妈等人戴上

红袖标，在别人吃饭时专门盯着看是否吃光。

如此有画面感的无厘头场景，会让人搞不清电

影和现实的区别。权力增值的举动，将比罚款

政策更揪心。

武汉出现剩饭剩菜罚款的方法，说明当地

官方一直秉持全能治理思维，仍没有脱离政府

包办一切的“窠臼”。本应用政策疏导，却蛮横

地罚款至上，武汉官方与“小政府、大社会”式

政府相去甚远。公众连吃饭都提心吊胆地防

着官方，餐桌如何文明？社会如何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