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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语录…

视点华
声

余以为…

“杨X先生离婚快乐，苦尽甘
来！”

11月1日，在长沙市宁乡县金
洲镇，42岁的杨先生用一场高调
的酒宴告别了困扰自己多年的失
败婚姻，他邀请了自己的亲友，并
在酒楼门前拉起了如上横幅。

清欠：与其痛苦地维持婚姻，
还不如轻松地分手，支持。

天下大：可以高调结婚，为什
么就不可以高调离婚呢？

羁押发薪： 不会是借酒宴敛
财吧？

李元芳： 这老婆是有多可怕
啊，哥们你是受了多少磨难？

曾曾：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奇
葩中的战斗机。

晴天： 我估摸着弄这个给妻
子看，是因为还爱她。

“看到很多女孩胸部丰满，
我都很羡慕，没有胸，我就
心里没底。”

近日，名为《我愿用三年青
春，换一对隆胸假体》的微博引
起网友热议。据了解，博主是一
名大四女生，在采访中，当事人
这样告诉记者。

清水清： 原以为胸大无脑，
原来胸小也无脑。

小小力量： 价值观已扭曲，
是教育的问题吗？

哈哈笑：这样的事情，还去采
访？那么多民生疾苦需要关注。

天涯：人各有志，实在不想
去说三道四。

共此时：笑贫不笑娼，无话
可说。

小小：怎么看怎么像炒作！

“烟酒销售指标”、“精神病指
标”、“结扎流产指标” ……近日，
有媒体盘点了近年来各地频现的
“雷人指标”， 有的指标本身就不
合理， 却通过层层摊派压在基层
工作人员身上； 有些指标本身并
无问题，但完不成指标往往被“一
票否决”，也引发人们讨论。据悉，
“一票否决” 乱象引起高层关注，
如何科学设置和规范“一票否
决”， 有关部门已着手调研。（11
月4日《新京报》）

不知从何时起，“指标化管
理” 被奉为政策执行和政绩考核
的圭臬。从积极的角度看，政府的
工作千头万绪， 其中有一些特别

重要的工作需集中精力做好抓
实，在此情况下，“一票否决”有利
于突出中心工作， 增加政令的刚
性和威力， 保证政令畅通并取得
实效。 但眼下的问题是，“一票否
决”呈现出泛滥之势，各种或合理
或无理、或合法或违法、或有效或
无效的“一票否决”层出不穷，让
人眼花缭乱。媒体盘点的“雷人指
标”远非全部，事实情况是没有最
雷人，只有更雷人。比如，某市在
“除四害”专项整治中，将“找人在
建筑工地光着小腿静坐30分钟，
仅限被蚊子咬一个包” 作为考核
指标，一旦30分钟内被蚊子叮咬2
次以上， 这项工作就被“一票否

决”。个中荒谬，令人莞尔。
正所谓兴一利生一弊， 凡事

不能过头，过犹不及。“一票否决”
被滥用导致弊端从生， 择其要者
有以下几点：其一，当太多工作被
纳入“一票否决”，都被置于特别
重要的地位时， 反而无所谓哪项
工作特别重要， 从而淡化了真正
的中心工作， 弱化了政令的刚性
和威力；其二，当太多“一票否决”
被压在基层部门和工作人员身
上，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时，一些
部门和人员难免以弄虚作假应付
之；其三，“一票否决”看上去是积
极的工作态度， 但当它被当作解
决难题的灵丹妙药时， 这其实是

一种简单化思维或懒政思维， 而那
些没被纳入“一票否决”的工作则呈
放任自流状态， 致使政府工作漏洞
百出；其四，“一票否决”事项多，就
意味着检查、评比多，容易滋生“吃
拿卡要”等权力寻租和腐败。

事实上， 一些地方已经认识到
“一票否决”过多过滥的危害，近年
来，河南、广东、江西等地相继传出
清理“一票否决”的消息。比如江西
省于2011年决定， 除保留中央明确
规定的人口和计划生育等四项“一
票否决”外，其他面向基层的“一票
否决”事项一律取消，今后原则上也
不再新设“一票否决”事项。从辩证
的角度看， 取消不必要和不合理的

“一票否决”，相当于为其减负，这不
是否定或弱化“一票否决”的作用，反
而有利于围绕中心、突出重点，集中
精力将重要工作抓好抓实。

在本质上，“一票否决”是行政命
令主导下的目标管理责任制，“一票
否决” 泛滥的背后其实是权力滥用，
正如要把权力关进笼子一样，“一票
否决”也应被关进法制的笼子。清理
和规范“一票否决”当然很重要，而更
重要的是加强法制建设，以期用完备
的法制逐步取代行政命令下的“一票
否决”， 以遏制权力滥用和政策的随
意性，让行政命令、官员考核、政府各
项工作都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

■晏扬

3日下午，孙杨驾驶一辆保
时捷卡宴， 与一辆公交车发生
刮擦， 其本人也因为涉嫌无证
驾驶而被带到交警队。晚间，孙
杨就昨天驾车追尾发布致歉
信， 孙杨说已经意识到了自己
的错误，写检讨写到凌晨，态度
非常诚恳。（本报今日A16版）

模糊掉名人、名车的光环，
偶发的交通事故， 只剩下责任
与规则。无证驾驶意味着什么？
当然是驾驶的合法性， 没有取
得资格便不能驾驶， 这便是规
则。

运动员也有规则， 违反了
就会得到相应的惩罚， 或取消
比赛资格，与奖牌失之交臂；或
遭遇禁赛， 让职业生涯大大缩

水。 体坛中倒在规则面前的不
计其数，当然不乏名运动员。

人生如赛场， 不止于拼搏
的意义， 也包括对规则的敬畏
与遵从。对此，名运动员孙杨亦
应有所感悟。 然而， 相比较而
言，孙杨无证驾驶并非初犯，不
仅多次驾车出现在公共场合，
甚至还代言某合资汽车品牌
SUV，并坦言自己无驾照，可见
他并非是如致歉信中所言的
“法律意识淡薄”。

事实上， 对他来说拿个驾
证并非难事， 反而一直无证驾
驶本身耐人寻味。 或许在一定
程度上， 这是运动队基于对运
动员的保护与约束， 禁止运动
员驾驶汽车。那么，孙杨无证驾

驶背后，赛场内外对待规则的霄壤
之别， 便有了明知故犯的双重嫌
疑。如此，所谓的致歉信，或许只是
迎合公众味口，维护公众形象的姿
态罢了。

名运动员在赛场没有规则“豁
免权”，在赛场外更没有法规的“豁
免权”。相反，爱之则害之，过度的
放纵无异于赋予特权。 更何况，平
等对待，帮助改正错误，未必有损
其公众形象。如，栽在酒驾上的名
人高晓松，入狱认罪，出狱后还成
了反醉驾的形象代言人，也是平常
人的真实形象，反倒平添了更多的
人气。 名运动员更该有点规则意
识， 既是职业所赋予应有操守，更
是规则“执法者”应当树起的警戒
线。 ■木须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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