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障房上演“空城计”
亟待深挖“病根儿”

□周 歌

河南省审计厅近日发布的2013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结果显示，河南

全省已建成的保障性住房中有2.66万套空置超过一年。其中，安阳3000多套已经建

成的住房空置未用超过一年，空置率达 68％。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数据显

示，在全省 2014 年竣工的 91 万套保障房中，入住率为 88％，这意味着还有总数超过

10万套保障房没有入住。记者采访发现，选址偏僻、交通不便、基础设施不完备，是

部分保障房遇冷的主要原因。（2月5日人民网）
政府耗费大笔资金建设的大批保障房项目，居然出现如此尴尬困局，想必值得当

地政府好好反思。而面对保障房上演“空城计”的现实“症结”，更是亟待深挖“病根

儿”。近些年来，国家大力推行保障房项目，旨在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住房

难题。然而，这项顺应民意、深得民心的利好政策，在具体推行过程中，却暴露出诸多

问题。无论是保障房工程质量频现“豆腐渣”，还是分配过程中乱象丛生，以及选址偏

远、配套设施不完善等，都直接导致这项利好政策变了味、走了样。

首先，从选址来看，很多地方政府都把保障房项目建在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地

段，而且，在相关保障房项目周边，学校、医院、公交、超市等相应的配套设施也是严重

滞后，这样一来，便为保障房上演“空城计”埋下“祸根”。另外，不少地区的保障房在

建设过程中，均不同程度出现“层层转包”、“偷工减料”等问题，使得保障房建设沦为

不折不扣的“豆腐渣”工程，如此这般的保障房项目，又怎能让百姓“安居”呢？

还有，有些地区的保障房沦为公职人员的“福利房”，有的地区相关工作人员利用

手中职权，不择手段侵占多套保障房，直接促使保障房沦为少数人的“摇钱树”……这

诸多“顽疾”，当需重拳整治。如今，面对一些地区出现的保障房上演“空城计”问题，

相关地方政府以及房管等部门必须要认真检讨。事实上，并非老百姓真的不需要保

障房，只是一些保障房并不能真正让百姓“安居”，更不能让百姓“宜居”，以至于才会

出现这样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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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惊]
春运首日奇事：
19节车厢就一个乘客

春运首日（2月4日）上午，坐在杭

州——贵阳临客列车上的贵阳人张

成勇无聊地不停打哈欠。从3日下午

湖南怀化起，到 4 日上午的江西上饶

区间，他成了19节客运车厢里唯一的

乘客。张成勇感叹道：“一个人都没

有，太！冷！了！！！”@半岛晨报

[任性]
成都一公司发年终奖
一分钟数多少拿多少

百万现金摆桌子上，一分钟内能

数多少就拿多少。一公司以这样“壕”

的方式，发了120多万元的年终奖。50

多名员工中，最多的一分钟数了26000

多元，最少的数了12000多元。数钱数

到手软是什么感觉？@成都商报

2 月 4 日，范松青因年龄问

题辞去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之

职。2013年提出财产公开提案，

主动公开财产状况，范松青成为

媒体关注焦点。但镁光灯熄灭

时，范松青也无法“放轻松”。“要

说没有压力，总有或多或少、有

形无形压力。过去，同事之间很

亲密、友好的关系，慢慢敬而远

之。”卸任之际，范松青接受媒体

采访时如是说。（2月5日《南方
都市报》）

范松青提出财产公开提

案，主动公开自己的财产状况，

其行为难免会给其他同事带来

一定的压力。有些公务员还可

能会担心范松青主动公开财产状况的行为，会最终催生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全面推

行。而部分公务员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财产状况，有些人甚至害怕实行

财产公开会令自身腐败问题遭到暴露。这样一来，部分公务员也就难免会在心里对

范松青产生不满，表现出对其疏远的态度。

而如果官员财产公开属于一项法律制度，每个公务员都必须依法公开自己的财产状

况，范松青公开财产状况也是依法而为，那么，他就不会受到其他公务员与同事的疏远。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官员财产公开一直停留在公众呼吁与个别公务员主动

公开财产状况阶段，部分地方自行试点的官员财产公开，也大多因为受到阻力无果而

终。官员财产公开作为一项制度应尽快出台实施，而不应长期处在“只闻楼梯响，不

见人下来”的“难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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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批曾志伟：
老是请假当什么政协委员

曾志伟是广东江门市政协委员中

仅有的艺人“明星”委员，但自2011年

1 月当选为江门政协常委后再也没有

现身过江门两会。

中青报对此评论说：对于一些明

星来说，一个地方政协委员的名头，不

过是锦上添花，他们未必会真当回

事。曾委员当选后等于从来没有履行

政协委员应有的基本职责，既不符合

相关规定，也有违公序良俗。

人民日报刊文：
文化界名人滥用名气最容易涉贪腐

人民日报日前就文化界名人滥用

名气涉贪腐问题发表文章指出：文化

名人受人待见，当然不能都怪名人，这

是一种大众心理，很难改变。但身为

名人，如何善用自己的名气，却与名人

的道德修养、法律意识有关。

有了名气是好事，但如果不善用名

气，名气就会成为腐败的敲门砖、违法

乱纪的保护伞、寻求特殊利益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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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测评被免职
阉割法律权利
□刘建国

对于湖南省永州市祁阳县环保局

党组成员、环境监察执法大队长钟伟民

来说，最近一段时间是他人生中“非常

难熬”的时刻。在去年12月那场全县重

点股室中层干部的民主测评中，由于排

名靠后，钟伟民将面临被免职调离的命

运。（2月5日《中国青年报》）
表面上来看，祁阳县重视听取民

意的做法，体现出了为民理念和宗

旨。尤其是，以民主测评结果为标

准，对末位干部给予免职处分，可以

督促领导干部主动履职，认真对待日

常工作。但是，这种做法戕害了被免

职干部的权利，与法律规定相冲突，

应该予以反思和纠正。

根据相关规定，公务员的免职需

要遵循严格的程序。由所在单位、上

级或其他机关提出拟免职的建议，对

免职事由进行审核，按照管理权限，由

任免机关领导集体讨论决定，最后发

布免职通知。而且，在公务员被免职

的情形中，并不包括民主测评成绩不

理想。也就是说，祁阳县的免职规定，

缺乏相关规定和依据，应该是无效的。

同时，根据《公务员法》、《公务员纪

律条例》等规定，对于处分、辞退或者取

消录、免职等涉及本人的事项不服的，公

务员可以申请复核或者提出申诉，再申

诉。然而，在祁阳县的民意测评免职规

定面前，并没有给予被免职官员申诉的

权利，而是走上了“简易程序”。问题是，

虽然通过采取直截了当的免职方式提高

了工作效率，但程序上的瑕疵，却给处理

方式贴上了野蛮的标签。

本属于官员的法律权利，却被民主测

评方式无情地阉割，无疑是令人不能接受

的。改进工作作风，强化民意倾听，是每

个公务人员的职责和使命，更是做好本职

工作的重要保障，但重视民意并不等于依

赖民意作出“有罪推定”。毕竟，衡量一个

干部工作成绩良莠，需要结合多方面的因

素，而不是完全依赖于民意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