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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贪官是怎样炼成的？
李学人

实画实说
shihuashishuoS

1 月 12 日，由检察日报社发起编制的

《法治影响生活·2010年中国法治蓝皮书》

将发布。全书对 2010 年的法治热点进行

了全面梳理。其中反腐篇经过筛选，收录

了十位最具“个性”的贪官。(见

本报8日15版)

贪官个性十足，只能说明权

力放荡不羁，问责监管不力，制度

缺乏棱角。

制度的棱角首先表现在敢于

较真，敢于与权力碰硬。唯如此，

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权力对制

度才有敬畏之意。遗憾的是，我

们从“含泪”索贿的贪官身上却丝

毫看不到权力对制度的敬畏。

2010 年 1 月 27 日，广东省增城市

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邱伙胜被控受贿

105万元在广州中院出庭受审。庭审中，他

称自己受贿都是被“二奶”逼的。贪官不畏

制度怕“二奶”，可见制度对权力的约束是

何等的尴尬。

再看“一身”是假的共青团石家庄市

委原副书记、石家庄市政协原常委王亚丽，

除了性别不假外，身份、年龄、履历、档案均

涉嫌造假，被称作“一身是假”的她，却一路

过关斩将，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女子，一步步

升迁至团市委副书记。如果不是监管漏洞

百出，不是制度遮遮掩掩，“一身是假”的王

亚丽何以长袖善舞，一路飙升？

制度执行不力，权力便会“通吃”。

“个性”贪官是怎样炼成的？贪官“个性”

又是从何而来？我想，还是要从打造制

度的共性约束和彰显制度的刚性棱角方

面寻找答案。

杨白劳何以成了“大爷”？
宛 平

白毛女的故

事 脍 炙 人 口 ；其

中，杨白劳和黄世

仁的角色定位也

十分明确，杨白劳欠了东家五斗粮食，年关

四处躲债，最终被逼自杀，可怜至极，实属

弱势群体。黄世仁财大气粗，蛮横凶暴，抢

走喜儿“抵债”，十足的黑社会老大！

多少年来，欠债者（杨白劳们）低三下

四，讨债者（黄世仁们）理直气壮，本当是常

态。然而，时下的一些现状，杨白劳和黄世

仁的角色却发生颠覆性的演绎，欠债者趾

高气扬，简直成了“大爷”；讨债者理亏气

短，完全是个“孙子”。

现实事例不胜枚举。年关到了，一些

经营者上门讨债，往往要带上礼品、红包，

摆桌酒席，百般讨好欠债者，一副“奴颜媚

骨”。农民工辛苦一年，向雇主讨薪，常常

备受刁难，甚至惨遭殴打，有的被逼跳楼。

欠债还钱，本是人之常情，天经地义，

为何频现如此变态？细加揣摩，却又悟出

几分道理。

一是权贵部门，得罪不起。有些基层

单位，常年大吃大喝，欠了酒店一屁股债，

店主讨债不还，只得忍气吞声，最后不得不

“关门大吉”。淮南某卫生院吃垮一家饭

店，不就是活生生的现实吗？

二是有黑社会庇护，不敢得罪。那些

出自黑道的私人业主，背景很深，平日欺行

霸市，谁敢碰他，欠债不还，你只得自吞苦

果。经常听到的讨薪被殴打，讨债被报复，

就是他们干的。

三是常年客户，生怕断了财源。不少

欠债者是自己上游或下游客户，货源靠他，

销路靠他，常年有求于他，讨债翻了脸，断

了营销渠道，吃亏的是自己，只得见机行

事，见好就收，得过且过。

四是“三角债”缠身，实属无奈。当今

的一些经营户，往往既是债权人，又是债务

人，甲向乙讨债，乙向丙讨债，丙又向甲讨

债，“三角债”困扰，“欠债”“讨债”恶性循

环，设身处地，进退两难，实属无奈。

综上所述，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讨

债”如此艰难，为什么欠债者（杨白劳们）成

了“大爷”，而讨债者却成了“孙子”。

正因为讨债艰难，社会上专司此职的

“讨债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崛起，法院里

的债务诉讼案件堆积如山。不想当“孙子”

的债主们只得依靠社会、寻求法律来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实在也是迫不得已！

其实，债务纠纷说到底是个诚信问题。

我们确信，有些欠债者由于天灾人祸或经营

不善，一时资金短缺，周转困难，暂时无力如

数偿还债务，这是有情可原的。但是，就正常

情况下，大多数的欠债者应该而且完全可能

兑现承诺，如期了结债务。这是事关一个人、

一个实体的信誉问题、形象问题。我们知道，

在当今的经济活动中，合作共济、互通有无是

必不可少的。而诚信则是维系各方利益的共

同基石；欠债还钱是最起码的准则。为了确

保经济活动的健康、有序发展，金融机构对

恶意拖欠者立了“黑名单”，城建部门对恶意

欠薪者下了处罚令，法院方面也加强了债务

清偿强制执行力度。这一切，对于维护当事

人权益、构建诚信社会是完全必要的。

当然，仅仅依靠法律、法规来解决债

权债务纠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道德、

思想的层面，普及诚信理念，人人讲诚信，

事事讲诚信，让诚信精神成为全社会的自

觉行动。这样，债务纠纷一定能在诚信的

基础上妥善解决，所谓“大爷”“孙子”的现

象也就不复存在了！

日前，两条网络短信引发热议：一条

是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闻琴华老师

临产急需输血，血型为ＡＢ型，在微博上

发布一条寻找血源的求助信息，一个半

小时即找到献血者；另一条是北京的“77

元廉租户”郭春平正感受着来自网络流

言的刺骨寒意。经过侦查，郭春平身份

受质疑，源于一位南方某市公职人员不

满编造发布了“77元房客租金涉嫌造假，

其身份为北京ZF公务员”的帖子。

手握鼠标，敲击键盘，传送一条网络

信息，便可能挽救一条生命，这是第一条

网络短信带给我们的初感受。此前，北

京和山东警方通过与网友微博互动，联

手救下一位正在进行自杀直播的女孩。

从自杀女孩的获救，到临产缺血产妇的

新生，我们看到一个共同点，网络并不冰

冷，社会并不“缺血”，而是充满着浓浓的

人性关爱，连接一台台电脑的是冰冷的

数据线，而连接起一个个微博的却是一

颗颗滚烫而温暖的心。

而另一条短信（帖子）呢，则如老鼠过

街，人人喊打。不守规则，无中生有，凭空

捏造，唯恐天下不乱，这样做，除了能带来

一己快感之外，还会“杀人”于无形，让当

事人则感觉很累很悲哀。在这类事情上，

如果有关部门和当事人辟谣的速度赶不

上造谣者，谣言便会如子弹在飞，呈几何

级数传播，类似事情多了，老百姓便成了

“老不信”，使政府的公信和形象受到影

响。幸好，事件真相很快明朗，证明郭春

平是清白的，政府是无辜的。

网络时代，一条微博、一则短信、一个

帖子，既能救人也能“杀人”，网络成为“双

刃剑”，向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提出了一

个严峻课题，如何学会利用网络，趋利避

害，充分发挥网络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地

扼制其消极作用？让社会热情得到体现，

把救命短信发挥到极致，而对那些蓄意滋

事造谣短信，则要加强网络监管，增加排查

手段，加大惩治力度，营造良好的网络环

境，使社会变得更为和谐和温馨。

叶传龙

救人也短信，
“杀人”也短信

有媒体从消息人士处获悉，新的个税改

革方案已经上报国务院，方案将对整张税率

表作出调整。这位“消息人士”所透露出的

个税起征点不变一说，引发了网友热议。

近期，媒体上频频曝出各种“专家说”

“消息人士说”“权威人士表示”的“新闻”，

这些“神秘人物”往往在一个公众关心、涉

及公共利益的政策推出之前，直接或者间

接地通过媒体渠道发布出来。这些消息带

着尚不确定的幌子，却又有着未来政策可

能照此执行的倾向，若有似无地有着官方

消息的身影，却来自于不明真身的“消息人

士”。此类消息常常在第一时间受到坊间

的热议和舆论的关注，而如果民意反弹强

烈，则往往随后就有“权威部门”“权威人

士”出来或“否认”或“辟谣”或表示“方案尚

在调研阶段”，云云。让人怀疑，此类消息

的发布，目的就在于试探民意，如果民情表

示能够接受，那么政策就会按“消息人士”

所说的口径、方向出台；如果舆论反应激

烈，那么这种“小道消息”就会遭到“辟谣”

和“否认”。

其实，公众真正期盼看到的，是一个公

共政策的出台，从酝酿、调研伊始，就以谦

虚诚恳的态度俯首问计百姓，探询民众的

意见态度，而并非犹抱琵琶半遮面式戴着

“消息人士”的面具来试探民意。这样的

“手法”刚开始或许还能收到“奇效”，但

“玩”得多了，慢慢地也就被人识破了，效果

将大打折扣。更不值的是，会消耗民众的

参与热情，减损政府部门的权威和公信力。

其实，就重大公共政策征集民意，本应

是建设公开、透明、高效政府的题中之意，

只有充分获知民众的真实想法、需求，将各

方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诉求都给予充分考

虑,前期充分融合民心民意的政策，才会在

推出之后获得民众的支持，才不会变成推

行不下去的“纸上政策”，甚至引起民怨的

恶政。

别总拿“消息人士”试探民意
刘晶瑶

锐评
ruipingR

曾因质问记者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

百姓说话的郑州市规划局原副局长逯军，

被免职后近日疑复出。郑州市委组织部副

部长张亮称逯军已于去年 3 月份恢复工

作，还在原来的工作单位，分管后勤，职务

不变。（1月8日《钱江晚报》）

逯军静悄悄地复出，网上再次炸开了

窝。其实，这位逯副局长并没有受过什么实

质性的处分，官方消息里也从未有过“免职”

一说，而是停止工作，接受调查，深刻反思。

工作的“停止”应该有期，那么人家“深

刻反思”了大半年之后出来工作，应该是顺

理成章；而既然未曾免职，那么职务“没什

么大的变化”，应属名正言顺。这么说的

话，逯军副局长复职应该不存在任何障碍，

不违反任何规定或程序。值得玩味的倒是

官方处理这件事的艺术与技术：只停职而

不处分；口说调查，但查不查谁也不知道。

这种“高度重视”的处理，技巧就是：先扔出

些狠话或似是而非的辞令，敷衍敷衍，同时

也试探试探，如果舆论风潮过后，一切归于

平静，“调查”云云便告虚晃成功。

有人说，逯军的“不当言论”可能是情

急之下的慌不择言，只因他少了一些圆滑

世故，不善官腔搪塞，所以一不小心说了句

真话。而实事求是地说，如此心态的官员

并不只有逯副局长；一句“替谁说话”让广

大公众备受刺激，当地官方却都表现麻木，

令人怀疑，这是否证明着对某些价值取向

的集体默认？

“调查逯军”原来是虚晃一枪
马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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