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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语录…

视点华
声

时务观察…

考场里，考生面前坐着的是7
位考官，考场外，却有着20万网友
围观。这是今年湖北省司法行政机
关监狱人民警察招录工作的面试
场景，10位考生经历了该省首次公
务员招录面试全媒体直播。该省推
行的“阳光公考”引来了线上线下赞
声一片。（7月1日《工人日报》）

从2008年开始的电视直播，
到今年的全媒体直播， 湖北省在
公开招录公务员的“透明工程”上
无疑又迈进了一大步。 针对公务
员考试层出不穷的“萝卜招聘事
件”，这种完全公开的面试程序在
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外界对考试结
果的不信任感， 有效提升了公务
员考试的严肃性与公正性。

在公务员考试的过程中，面
试环节历来是最受猜疑与诟病
的。笔试分数相差不多的入围者，
若能够在面试环节把分数提上
去， 那么笔试分数低的参考者完
全有可能打败比自己分数高的
人。 这也就造成了面试这一关或
者存在着极大的寻租空间， 例如
入围者找关系为面试而进行打
点， 或者原本有关系的参考者直
接就在面试环节受到关照， 顺利
进入公务员队伍。

针对“面试猫腻”这个公开的
秘密，有效的监督手段一直缺乏，
也导致不少公务员考试尽管充斥
着“关系”、“后门”等不公平的招
录因素， 但因为面试基本不允许

旁观与旁听， 也就让人只能从偶
尔被曝光的负面事件中洞悉这其
中的奥秘。前段时间有新闻称“安
徽省直监狱系统录用面试被曝存
在黑幕， 一考生拾获了从考官口
袋里掉出的考生照片”。在民众对
公务员考试本身就已发生信任断
裂的前提下，类似的情况只会加剧
人们对这种人才选拔方式的失望。

从当今社会的价值取向及择
业倾向来看， 公务员无疑是最优
选择， 千军万马争夺不多的社会
优等资源， 考试中的公平公正自
然是参与搏杀的人们最希望得到
的保障。 况且从人才选拔的层面
来看， 优胜劣汰也本应是保证公
务员队伍精英化的手段， 只是诸

多因素的存在， 使得考试中的程序
正义始终无法落到实处。 湖北省这
次以全媒体直播的模式将公务员面
试全程展露给公众， 传递出的积极
意义是巨大的。在示范性上，它表明
公务员考试公开化、 透明化并非不
可能，而在政府公信力的重建上，它
显然呼应了民众对“政府应持有公
正”的希冀，最大范围地宣示了向公
正迈进的决心。

在网络时代， 全媒体直播的形
式无疑可以让民众最为广泛地参与
到这场“公正招录”的审视中，来自
直播网站的数据统计显示， 当次网
络直播在线观看的峰值人数达8464
人，直播页面浏览量近20万人次。同
时， 通过该网站及包括手机报在内

的各类全媒体产品，当天传播影响有
效人群逾千万人次。在群众雪亮的眼
睛下， 面试中的猫腻肯定无处逃遁，
这种主动套上的“紧箍咒”使得评审
考官必须专业又公正地对每名考生
进行合理评判，摒弃人情、关系因素
的影响。

湖北这次的“阳光公考”引来的
叫好声，代表着人们在公务员考试曾
经的负面影响中看到了好转的希望，
虽然透明化的面试招录目前仍属于
试水阶段，但不怀疑这种模式会在民
意基础上得到扩大， 乃至普遍化、制
度化。若湖北这样的“阳光公考”能够
成为常态，又何惧以后再引来铺天盖
地的对“萝卜招考”的质疑与嘲讽？

■本报评论员 张英

全媒体直播的“阳光公考”当成常态

“妻子太漂亮，担心留不住。”

近日， 记者从江西弋阳县法
院获悉， 该院日前调解了一起离
婚案件。 其中， 丈夫听信朋友言
词，提出以上离婚的理由。

飞翔的鱼： 把事情往坏处想
的人，一般会让事情往坏处发展。
这个男人有性格缺陷。

东咧西咧： 我严重怀疑他朋
友对他妻子有想法， 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pOvOp：宁教人打子莫教人
分妻，这种朋友真不值得交往。

活在当下： 想当初，武大郎也
没留住潘金莲，还为此送了性命。

2008CIN：我只想说，先生，
你上当了!

一些地方政府对民生投入
严重不足， 向民生倾斜的执政
理念在落实过程中被大打折
扣———这是近日国家审计署审
计长刘家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所作的《关于2012年度中央预
算执行审计工作报告》 中披露
的信息。报告显示，在抽查的54
个县中， 有47个县的民生投入
不达标，比例高达87%，而匪夷
所思的是， 有的地方政府仍违
规出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或
用财政资金补贴竞争性企业。
（7月1日《中国产经新闻报》

高达87%的县民生投入不
达标，尽管是抽查数据，但仍让

人感到吃惊。 足可见许多地方政
府是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对
中央的要求阳奉阴违， 消解了国
家政策的善意。

何以如此？ 新闻报道中给出
了答案———在很多地方政府眼
里，增加民生支出是“亏本买卖”，
有去无回，犹如打了水漂。于是一
些地方政府宁肯把有限的财政资
金用于招商引资，用于补贴企业，
这样不仅能创造更多的GDP政
绩， 而且可以给地方政府带来更
多的税费收入。

在一些官员看来， 民生工作
不像抓GDP那样立竿见影， 也不
像搞形象工程那样看得见、 摸得

着。为官一任也就三五年时间，
一些官员迫不及待地要拿出像
样的政绩作为升迁的资本，他
们没有时间、 没有耐心等待民
生工作开花结果。于是，急功近
利成了很多官员的必然选择。

可是， 政府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是什么？ 用以前的话
说是“为人民服务”，用后来的
话说是“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
谋”。也就是说，政府一切工作
的最高目标甚至唯一目标，就
是为民众谋福利、 为社会增福
祉。发展GDP、增加政府收入固
然重要， 但如果政府收入不能
转化为民生投入，GDP不能转

化为民生福祉，这样的GDP增长便
没有价值，这样政府收入增长只会
助长一些官员的铺张浪费、骄奢淫
逸乃至贪污腐败。

我们一直强调打造服务型政
府，服务型政府最重要的职能就是
为民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甚至
可以说， 民众之所以需要政府，就
是需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将取之于民的财富用之于民，投入
到民生领域，发展教育、医疗、社会
保障等事业。所以，民生投入不是
做“买卖”，不能像做生意一样算计
投入和收益，民生投入是政府肩负
的责任和义务，是政府之所以成为
政府的本质要求。 ■晏庆盛

民生投入怎么成了“亏本买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