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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门卫”是官
民隔膜的现实隐喻

到底谁应该去“下河游泳”

“平”了又“恢复”的结果，实质上就是一种折

腾。不仅劳民伤财，也直接伤害了民众对于先人的

感情。平坟运动本身有违当地民俗和传统，对于死

者是一种不敬，对于后人感情也是一种创伤。这些

阴影和伤害，也不是经过“恢复”坟头就能弥补的。

在政策宽松和权力规范之下，当地民众自发地“恢复

坟头”更应看成是对行政错误决策的弥补和纠偏，在

已经不可能挽回损失的惨痛教训之下，当地政府相

关部门应该好好反思反思行政决策时的盲目了。“脑

袋一拍”就做出的决策，以“长官意志”为转移的决

策，大多没有多少科学性，也往往与民众根本利益偏

离。运动式平坟的教训太过深刻，值得各地借鉴。

恢复坟头却“恢复”不了公信

评论
近日，浙商金

增敏在微博上出

20 万请温州瑞安

市环保局长下河

游泳，引发关注。

无独有偶，19 日，

又有一人抬价至

30 万，邀请温州市

苍南县环保局局

长下河游泳。（2月

20日中国新闻网）

颇 受 争 议 的

河南周口平坟历

时数月，200 余万

坟头被平掉。可

如今，至少半数被

平掉的坟墓一夜

间 被 圆 起 。（2 月

20日《钱江晚报》）

短评

微评论

非常
道

“连办证的都用上二维码了，真是与时俱进!”

“看来执法人员也得配备智能手机了，要不没法执

法了。”

前晚，有网友在微博发布一条消息：我在三元

桥地铁站：逆天了啊!现在办证的都不留电话了，留

二维码。二维码小广告引起众多网友围观。

“两个词典在打架，该信哪一个词典呢?”

近日，《咬文嚼字》杂志主编郝铭鉴的一则微博

在网上引发了争议：“纹身”原为“文身”的错误写

法，但最新的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首次将其收为

异体字；而另一本权威词典《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则

明确表示“不宜写作纹身”。

金戈

毕晓哲

笔者以为，环保局长是应该“下河游泳”。不

过，在乌黑发臭的河水面前，首先应该下河游泳的，

不应该是环保局长，而是那些盲目追求政绩的地方

官员们。为了 GDP 上那些看似硕果累累的数字，

为数不少的地方官员将环境保护置于脑后，肆无忌

惮地纵容企业透支资源、破坏生态，把难题留给了

子孙后代。如果，环保局动真格的来治理，政府又

往往出来“护短”；如治理不好，环保局局长则成了

众矢之的。

第二个应该“下河游泳”的是那些没有社会责任

感的企业家。在利益的驱使下，不顾中央的三令五

申，违规生产、超标排放，把本来应该企业解决的问

题转嫁给了当地百姓，把本来应该企业承担的责任

转嫁给了国家和社会。这才造成了我国环境持续恶

化的状况。中国的江河湖泊就是这样被“偷偷”污染

掉的。

最后应该下河游泳的才是地方环保局长。其实

早就存在过自己敢于“下河游泳”的环保局长。早在

2008年，有媒体报道一位县环保局长写了封匿名信，

状告自己“工作不力，欺上瞒下，不查处严重污染环

境问题”，“还说经济发展了，污染问题自然而然就解

决了”。几番查证之下，原来发匿名信的正是环保局

长自己，局长的头脑清醒得很，在工作无法推动之

时，用此“苦肉计”实属无奈之举。

环保问题是看得见的明显问题，笔者相信，面对

污浊的河水，没有哪一位环保局长觉得脸上有光，即

便是仅仅为了面子，局长们也早就下手去整治了。

然而，各级环保部门在行政上从属于当地政府。如

果当地政府不支持或支持不力，环保部门即使决心

再大也难作为。由此可见，治污减排的关键在于各

级政府。要想让环保局长敢于“下河游泳”，还是需

要赋予基层环保局执法的权力和执法的力度，早日

扭转全国基层环境保护局的被动工作局面，从而让

他们激浊扬清，水击三千里，还祖国一片青山绿水。

李记

媒体近日探访发现，部分基层政府机

关依然存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

的现象。江苏某地级市政府一名门卫称，

可为领导增光添彩的“上等人”能顺利进

门，可能给领导添堵的百姓绝不能想进就

进。苏北某县政府一名门卫则称，他曾因

为放进上访户，险些丢掉饭碗。（2月20日

《燕赵都市报》）

接受采访时有专家称，改变一些“衙门”

难进的状况，“应进一步强化机关工作作风，

强化为民服务意识，强化公职人员素质”。

这样说自然是不错的，只是，具体到各级各

地机关部门的“深宅大院”，具体做到何其难

哉。所以，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还需“层层

矛盾，层层化解”。比如避繁就简地说，如果

各级各地相关职能部门，都能敞开为民办事

的行政大厅的大门，撕开和民众间不信任的

隔膜，放下自己高高在上的状态，将民众的

常态诉求及时化解、就地化解、源头化解，民

众还会“不得其门而入”地寄望于敲开地方

主管领导干部的办公室大门，希望让他们直

接关注，进而使得自己的常态诉求能够从快

从速地解决吗？

那些还在故作神秘的公共管理者，在提

供常态管理和服务时，能够尽早摒弃隔膜、

对立的管理思维——能将接纳民众常态诉

求的门槛逐步降低，亦能实现“衙门管理”向

现代行政管理模式的逐步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