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腐败害民。 正如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

喆所说：“科级干部腐败现在非常严重。 大

批的项目投资最后都落实到基层， 他们是

直接的经手人和掌管人， 最有机会接近大

宗财产，进行贪腐。由于这个级别的干部人

数众多，腐败一旦扩展开来危害极大，对基

层群众的利益损害也最直接， 所以应引起

我们高度警惕。” 腐败是不是害民？反腐败

是不是最直接的民生？

腐败扰民。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就

认为，反腐败既要“打老虎”，又要“拍苍

蝇”。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就是“苍

蝇”，虽然这些腐败现象单个案件危害可能

不是很大，案值也不是很高，但它就在群众

的眼皮底下，与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影响

面极大。腐败是不是扰民？反腐败是不是最

直接的民生？

反腐系民。“我们经常讲，反腐败的成

效一定要让群众真真切切看得见， 一定要

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得到， 否则群众就会

对反腐败失去信心。”辛鸣说，“如何让群众

看得见？如何让群众感受得到？就要从群众

身边影响他们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的腐败

问题查起。着力查处这么一些案件，维护群

众切身利益，可以赢得群众的支持，鼓舞群

众的信心， 从中感受到党中央反腐败的鲜

明态度与坚定决心。” 反腐败是不是系民？

反腐败是不是最直接的民生？

焦点话题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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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 80 后男孩子如果买不起房子，80 后女孩子可以

嫁给 40 岁的男人。 80 后的男人如果有条件了， 到 40 岁再娶

20 岁的女孩子也是不错的选择。

———2011 年全国两会，梁蓓委员“隔代结婚论”红遍网

络，堪称最“给力”

“医改如果成功了，是全国人民的悲剧！ ”

———全国政协委员、 山东工商联副主席宗立成语录红遍

各大网站

“房价上涨是因为老百姓钱太多了。 ”

———全国政协委员马蔚华“快人快语”成各大网站流行语

网言网语

“当前最大的危险

在于腐败。 ”

———温家宝

3 月 14 日上午，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与采访十一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温家宝说，“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 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

度和体制。 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

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 ”

“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

告知了啥？

“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振聋发聩，发

人深省。 近年来，公众反映的官员腐败行

为主要集中在规划审批、土地拍卖、政府

采购和重大资金项目审拔等领域，这些领

域被视为腐败“重灾区”与“高危行业”。 因

此，必须从规范权力运行入手，公开决策

与审批程序，推进政府信息公开，遏制官

商勾结和权钱交易。

政务公开是规范权力运行的必然要

求，也是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的前提条

件。 预防腐败需要更多的理念创新、制度

创新与机制创新。 北京市曾制定“领导职

位说明书”，小到科员、大到局级的机关干

部都有详细的职责标准，职位说明书同时

作为评价各级干部任用和奖惩的依据，也

为官员接受监督提供参照， 防范因人设

职、人浮于事和滥用公权的不良现象。“职

位说明书”其实质就是“权力说明书”，各

级政府应通过政务公开，将各部门权力清

单以“说明书”的形式公开，以便于群众监

督和干部自我约束。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让腐败无

处藏身。 我国现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已得到实质性的推进。 最新的制度规定，

县处级副职及以上的领导干部、 大中型

国企领导每年须上报个人财产及婚姻变

化、配偶子女移民状况等。 其中，财产申

报包含个人及家属的收入、房产、投资有

价证券和金融理财产品等。 显而易见，这

一规定将官员的“个人家事”上升为可能

影响到职务晋升和社会评价的“公事”。

无论是防止“带病提拔”，综合考量官员

的述廉，还是查处群众举报，回应对突出

问题的关注与质疑， 都将成为不可或缺

的第一手资料， 以保障公众充分享有知

情权与监督权。

权力一旦不受约束，就会像脱缰的野

马，与民争利，甚至恃强凌弱，进而蚕食政

府的公信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贪污腐败

无疑是最大危险，也是党和政府所不能容

忍的。 只有让权力在阳光运作，让干部接

受批评与监督成为一种常态，才能让一些

人不敢伸手，伸手必被捉。

（本报综合评论）

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成为常态

“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

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

制。 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

气， 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

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 ”温总理在中外记

者招待会上的一席话令人动容。

对于处于改革发展瓶颈中的中国而

言，要突破困境，赢得一片新天地，关键在

反腐。 它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发展的钥匙，

只有解决了腐败问题，才能打开改革的通

路，实现国家繁荣，民众幸福。

腐败不断的社会， 是失衡的社会，一

切基于公平、 公正理想的制度与措施，因

腐败利益集团或群体的反对和抵制，而难

以实现。 腐败的侵蚀使权力呈现病态，破

坏了党的威信和政府的公信力，也动摇着

民众对未来的信心。

2006 年湖南郴州系列腐败案就是很

典型的案例，该案最大的后遗症，就是“老

百姓不再轻易相信台上的领导”。 原郴州

市委书记、市长、市纪委书记、副市长、宣

传部长、组织部长等接连因受贿等问题落

马。 人们戏称，“在监狱里可以召开郴州市

委常委会了”。 郴州市委、市政府的公信力

接近崩溃。

对国家而言，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对

民众而言，信心是幸福生活的基础。 全力

反腐，改革制度和体制，培育消除腐败的

土壤，遏制“腐败文化”的滋生蔓延，无疑

能增强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坚定人们对

国家的信念。

民心所指，即是改革所在。 温总理

的这番话，既是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客观

评判， 传递着中央致力铲除腐败的决

心， 同时也明确政府机构的改革方

向———建立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将政

府置于人民批评、监督之下，建立廉洁、

有效的政府， 带领民众走出转型困境，

迈向新时代。

全力反腐，改革制度和体制，培育消

除腐败的土壤，遏制“腐败文化”的滋生蔓

延， 无疑能增强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坚

定人们对国家的信念。

（综合人民网评论）

腐败乃民怨所在 反腐乃民心所指

在全国政协的小组讨论

会上， 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卫

生部原部长张文康表示，目

前，学术造假、公务员腐败、奢

靡之风流行均现思想道德建

设的短板。 他举例说，有的小

孩在被问及长大后的理想时，

竟表示“想当贪官”，因为贪官

挣钱多，这是现实的也是可怕

的。 据《京华时报》

﹃

理

想

﹄

全国政协新闻发言

人赵启正 3 月 2 日在答

记者问时说：“官员财产

公开要一步一步来。”但

对大众而言，“一步一步

来”的结果是，在中央和

全国大部分地区， 未见

行一步。原因何在？官靴

太沉吧。（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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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遭遇强震，有很多人

在网络上感叹日本国民的表

现，并且开始反省中国民众的

表现。 也许，大家感触更深的

是国民秩序性的表现，或者是

面对灾难发生时候的冷静。

流离失所的灾民沿路整

齐排坐， 中间留出宽敞的车

道；从体育场等避难所散去的

人群不留下任何一片纸张；延

绵百米排队打电话的队伍；在

餐馆吃饭的人们逃出餐馆待

地震结束后全部返回， 无人

“走单”……这两天，日本民众

在大地震中所表现出来的有

序和从容，给国人带来的思想

冲击，几乎不亚于大地震带来

的视觉冲击。

“日本人在地震时所表

现出来的良好素质， 是最好

的国家宣传片。 ”日本大地震

发生后， 这条微博被转发数

万次。 日本普通民众在地震

中的表现， 令人感叹继而敬

畏。为什么会是日本？为什么

日本人能？

我想必须看到这样一点，

日本民众能如此冷静，一定不

是一朝一日练就，而是社会长

时间教育的结果，学校，社会，

媒体，而社会，也有充分的应

急机制和应急设施，比如学校

可以作为避难所，政府部门开

放给市民休憩，公共交通工具

如何配合疏散人群。

日本社会的信息化非常

充分和透明。 地震发生后，电

视、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各

类信息源源不断汇集而来。 各

防灾机构均配备了可有效利

用的无线通信等设备，并建立

日常观测监视地震、 泥石流、

海啸、火山爆发、降雨、积雪等

灾害的分析和预警体系。“收

音机几乎是每个日本家庭必

备的，因为电视、电信等网络

可能会中断，但无线电的网络

则一般不会中断，比较可靠。 ”

日本超市即可买到的“逃生

包”中，也都备有收音机等。

日本的确堪称一个地理

环境上多灾多难的国家，灾难

也几乎一直是日本文化中重

要的一部分。 因此学校有防灾

教育，公司有防灾预案，社会

有救灾培训，甚至连义工都是

常任制的，大部分人都接受过

不同程度的义工培训，并加入

到长期的义工组织，这让许多

到过日本人常常感叹，似乎这

个国家总是在为一场即将到

来的大灾难做准备。 从幼儿园

开始，日本每年都会组织地震

演习，细致到哪个班先走哪个

班后走都有固定的程式。 学校

的桌椅腿都是铁制，可以起到

一定的保护作用，椅套也是特

制的，翻过来就可以成为保护

头套。 因为准备得当，当地震

真的来临，即使再慌也能做到

基本不乱。

此外，和中国人的乐天知

命不同，在大多数日本人心目

中， 认为灾难随时可能发生，

只有做好了充分准备，心里才

能踏实安稳。 我们当然不必对

不可知的灾难过于悲观和苦

涩，但这种居安思危的危机意

识，却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

（本报综合评论）

评天论地

在灾难中

向日本学习什么

钱江平

日本核电站泄漏事故备受关注， 在浙

江有谣言称食用碘盐可以防核辐射， 引发

宁波等一些地方出现碘盐抢购现象， 专家

认为谣言荒谬，抢购碘盐毫无必要。 (3 月 16

日中国新闻网)

� � � � 这波谣言不胫而走，迅速传播。 近日，

南京、苏州等地发生市民抢购碘盐。 抢购者

担心日本核电站爆炸对人体有影响， 买点

加碘盐回去吃预防核辐射， 有的则担心海

水被放射性物质污染，没法再提炼盐。 虽然

这样的谣言听来令人啼笑皆非， 却折射出

“心理地震”比强震、海啸乃至“核危机”更

可怕。

大凡重大自然灾害或突发公共事件发

生后，总会有各种谣言如影相随。 日本东北

地区发生地震后， 与之相关的谣言也大量

出现。 谣言的泛滥显示了灾难之后人们对

于信息的高度求知欲。 但由于信息的不透

明和知识普及的不到位， 谣言也会带来一

些无谓的恐慌。 自福岛第一核电站接连发

生 4 起爆炸事故后，“核恐慌” 的阴云又开

始扩散， 距离电站千里之遥的部分国人开

始担心核辐射可能对自身造成的危害。 事

实上， 此次福岛核电站事故远未形成最坏

的结果，即便发生核燃料的泄漏，对中国的

影响也不会有人们想像的那么严重。

对此， 我国政府作出了积极的应对姿

态。 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自 3 月 12

日起，已全面启动全国辐射环境监测网络，

监测结果已在环境保护部网站上公布。 截

止 15 日上午 9 点的包括北京、上海、沈阳

等 41 个城市的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空气

吸收剂量率均在正常水平。 目前，我国各地

辐射环境监测均未发现异常。 相关专家也

作出科学解读：在历史上，即使是切尔诺贝

利事故这样的严重事故， 一般认为其真正

造成永久性伤害污染的半径是 50 公里，而

封闭撤离区是半径 30 公里，其他衍生灾害

也局限在数百公里内。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释放出的放射性尘埃最远也只到达 1100

多公里外的瑞典，且影响微乎其微。 中国大

陆距离福岛核电站最近也有将近 1000 公

里的路程， 因此即便处于放射性物质扩散

方向上，也不用担心受到影响。 而最新的消

息报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16 日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 听取应对日本福岛核电

站核泄漏有关情况的汇报。 会议决定立即

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全面安检； 立即停建不

符合安全标准的核电站； 核安全规划批准

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等。 会议要求继续加

强辐射环境监控和重点区域监测。 根据国

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专家组分析，福

岛核电站目前泄漏的放射性物质经大气和

海洋稀释后， 不会对我国公众健康造成影

响。 既然如此， 何以还出现抢购碘盐的现

象？

某些国人的信谣、 传谣乃至跟着谣言

走，折射出国民科学素质缺失。 谣言事件，屡

见不鲜。 不久前，江苏响水发生的“谣言大逃

亡”、导致四人死亡就是典型的一例。 日本大

地震发生后，在停电、交通中断、余震不断的

情况下，我们看到是秩序井然，除了海啸袭来

导致公路、车辆、房屋倾覆的一片狼藉外，没

有看到突发事件发生后常见的大量人群聚

集、骚乱的场景；没有人声鼎沸、夺路而逃的

慌乱景象，连候车回家的人们都是默默地排

队。 而且也没有从报道中耳闻出现大面积抢

购生活物资和出现趁火打劫的暴力犯罪现

象。相较之下，在日本核泄漏对我国没有造成

影响的情况之下，就出现了多地抢购碘盐之

风，杞人忧天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实在令人

汗颜！ 当然，国民素质不是一天养成的，需要

融入平时的宣传引导、教育普及，也需要从日

本国民的冷静应对中借鉴经验。 当下最重要

的，不仅是专家出来辟谣，政府信息公开更要

走在谣言的前头，使之不攻自破，失去传播的

市场。

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治者”。 政府发

布信息更加迅捷、真实、具体、透明，才能掌

握主动权，让公信力回归，让民众始终相信

官方信息， 即便在突发事件发生期间也坚

信不移，除了相信官方信息和专家建议，别

无选择。 沿海地区的核辐射监测数据要及

时公开发布，作出相应的专业解读；要随时

应对数据的动态变化， 始终掌握权威发布

的话语权。 要像天气预报那样，让公众一目

了然， 能够自觉地运用自身认知能力从数

据中得出科学理性的结论。 不仅如此，还应

建立各种信息公开平台， 尤其是迅速便捷

的网络平台，使权威信息发布制度化、常态

化和动态化，做到全覆盖，无盲区。 有关核

辐射污染的科学普及必须紧紧跟进， 对民

众的核恐惧心理的应急咨询与抚慰也要迎

头赶上。

抢购碘盐的“心理地震”更可怕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华

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称“我们也不要鼓

励我们农村的孩子去上大学， 因为一旦

农村孩子读了大学， 就回不到自己的家

乡， 回不去自己的家乡就是一个悲剧”。

在她看来， 农村家庭供养一个大学生往

往导致返贫， 孩子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

工作，买不起房，也不愿回家，这种状况

是不合理的。 (3 月 9 日《京华时报》)

下一站，

如何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