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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观察…

视点华
声

非常语录…

5月17日中午， 广西柳州市最
繁华的交通要道之一红光大桥南
路的交通信号灯不寻常地熄灭了，
导致该路段的交通全部瘫痪达半
小时之久。事后人们获知，竟然是
因为柳州市照明管理处的一台货
车违章行驶被交警处罚，从而导致
照明管理处发威， 引发“灭灯”事
件。（5月19日《中国青年报》）

如此的“你不仁，别怪我不义”
颇有江湖快意恩仇之意味。 只可
惜，这是两个有着“为人民服务”的
本质的公职部门在“斗法”。当然，
作为当事者之一的柳州交警部门
堪显无辜，一次正当执法，遭遇恶
意报复，只怪城市照明管理处“棋

高一着”，无法无天。
柳州城市照明管理处的行为

显然是“过度情绪化”的表现，只是
这种“过度情绪化”却能够用手中
权力来满足和支持，这就尤其让人
感到不安。不少人为此惊呼“太牛
了！一个城市照明管理处，可以决
定路口之生死！” 其实，“太牛了”
的，又何止是柳州城市照明管理处
一个样本？ 在分布了权力的地方，
只要权力没被约束，任何一个单位
都可以成为任意妄为的“典范”，譬
如法院可以将无辜者定罪，公安可
以加入强拆队伍，城管可以凌辱小
贩，等等。

“灭灯”事件，看上去如同一场

闹剧， 但其实这里面所体现出的，
是目前社会中亟待重视的权力伦
理问题。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
无异于以实相告诉整个社会，某些
权力已经处于何等疯狂的状态，同
时也提出一个问题，即“杜绝滥用
职权、转变工作作风”等政治口号
能在何种程度上消弭疯狂，让权力
向“善”回归？对于这个问题的答
案，可能略显消极，因为不受控制
的权力本身没有自省能力，而在长
期享受了为所欲为的快感后，它也
断不会主动“从良”。

任何一个权力部门，都牵连着
社会神经，掌握着或大或小的公共
利益，也正因为如此，它需要明白

自己的责任和活动范围，而不是恣
意享用附着于权力上的乐趣，或一
有不满就乱发“脾气”。权力是有秩
序、伦理的，它的秩序和伦理体现
在合乎法律地行事，以及在民意许
可的前提下进退。 但遗憾的是，在
一些事件中，我们常常看到法律被
权力架空，民意被权力无视。可能
会有人出来辩解，“灭灯”行为只不
过是个别人的荒唐举动。但，是什
么给了这“个别人”如此大的权力
发挥空间？是环境！是权力失控的
环境！而且，个别人对权力的理解，
恰恰反映出一个整体在长期过程
中形成的权力认知，意识烙印。

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城市照明

管理处，便已经让一个城市路段的
交通陷入瘫痪，无法想象若更多的
权力部门一遇到不满便任性胡来
的场景，那必定是令社会大乱的“毒
气弹”。从这起“灭灯”事件中，我们
吸取的教训显然并非“不要轻易惹
恼城市照明管理处”， 而是要看到，
不管多小的单位，只要它的权力可
以支持它胡作非为且没有有效制
约，那么它必定会走上“邪路”。

手起闸落，有时候，权力就是
这么简单，但它的影响却并不这么
简单。 张狂的权力需要付出代价，
这个代价最好是由民众来拉个闸，
为权力灭个灯。

■本报评论员 张英

何时能为张狂的权力“灭灯”？

“胸罩那么点大，要好几百块钱，
按平方米算，比房子贵多了。”

依文企业集团董事长夏华在
“商界木兰” 年会上向任志强抱怨
房价太高，称“一套房把三辈子的
收入都掏进去了”。 任志强如此反
击夏华。

甜甜：老娘的胸罩，10元3个。
天大地大：强哥，你见过100平

方米的胸罩吗？
四个叉： 我买得起文胸送老

婆，却买不起房子。
笑傲江湖： 胸罩有便宜的，买

不起可以不戴，房子行吗？
甜菜：这年头，物价飞涨，什么

不贵啊！

“因为天气实在太好，学校准
备临时放假一天。”

最近，美国华盛顿州贝灵汉小
学的网站上出现了一条难以置信
的通知，通知上这么写着。

家在山东：万恶的资本主义国
家啊，让人难以相信。

烧煤：在中国，语文老师对体
育老师说，把课让给我上吧，反正
体育课就是玩。

忧国忧民：天气这么好，校长
哪有心情上课。

天下:这种事放在中国，家长
会第一个跳出来骂的。

风轻云淡： 天天都是好天气，
所以可以天天放假。

随着“反对浪费”呼声渐高，
作为当年公务接待的一条标准，
“四菜一汤”屡屡被基层干部群众
所提及。然而，由于缺乏刚性细则
和可操作性，“四菜一汤” 逐渐出
现标准走样现象。 有的将普通菜
换成海参鱼翅等， 有的将四个很
大的盘子里头套小盘子， 有的先
上四菜一汤，吃过撤掉再换一轮，
保证餐桌上永远是四个菜一个
汤。（5月18日《瞭望新闻周刊》）

对300余名基层干部发放问
卷调查的结果显示，83%的受访
者认为目前最经常的公务接待活
动仍然是吃饭喝酒。 一些地方干
部坦率表示，跑项目凭接待，要资
金靠喝酒。“接待就是生产力”，话

虽不好听，却是实在话。
上级部门分配资源的自由

裁量权过大， 逼得下级只能通过
公务接待和其他方式去与上级领
导、财政部门“联络感情”，是公款
吃喝和酒桌办事风难禁的重要原
因。 很多干部也不想天天泡在酒
桌上， 但万一接待不好， 得罪了
人， 必然影响到当地发展和自己
的政绩，于是只能硬着头皮上。

“酒桌办事”效率高，是很多
人的共同经验。因此才有酒量选
干部和培养高酒量干部的荒唐
事。而借办事为名用公款大吃大
喝甚至虚开发票贪污公款，也是
在“跑项目凭接待，要资金靠喝
酒”的潜规则掩护下的产物。“四

菜一汤” 出现标准走样现象，和
豪华公务接待如出一辙，都是政
府权力过大，预算及财政支出不
透明，以至于公务接待费用无法
有效控制，导致中央的“八项规
定”到了地方就完全走样，甚至
根本无法落实。

要彻底终结奢侈浪费、影响
基层正常工作的公务接待宴请
陋习，不仅需要重申八项规定等
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还
应建立完善监督与举报机制，鼓
励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构筑立
体监督体系，公开透明，这才能
让干部们自觉遵守廉政法规，慎
用手中权力，循规蹈矩而不是胡
作非为。 ■杨国栋

公开透明才能遏制公款吃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