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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公报23日发布。公报
提出，“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
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1月23日新华社)

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中纪委全会上强调，“要把
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
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在这种背景
下，中纪委公报提出，要“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
人有关事项制度，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应该是落
实总书记所说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一个
重要步骤和具体行动。

众所周知，无论是从理论逻辑上，还是从其他许
多国家地区的成功反腐经验上来看，“官员财产公开
制度”，都是一个能够有效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的
关键性制度，既是形成“不能腐的防范机制”的核心

制度，也是推动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的一个重
要制度环节。一旦官员实际财产与其合法财产严重
不符，即便无法查实具体不法来源，也可以依据“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对其实施惩戒。

对于“官员财产公开”，尽管目前我们确实还没
有真正严格完备意义上的制度，但实际上也并非完
全没有任何制度基础或者说“制度雏形”。在笔者看
来，此前已实施多年、几经修订的“领导干部报告个
人有关事项制度”，本质上就是“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的一个制度雏形。

根据此前许多专家学者设计提出的官员财产公
开制度，对照现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的规定》，不难发现，虽然距离真正的全面“公开”，

《规定》确实还存在许多关键阙失，但在一些具体的

制度形式上，仍有不少值得借鉴、继承的地方。比如，
在“报告(公开)”的对象主体上，《规定》不仅包括各级
党政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而且还涉及“人民团
体、事业单位”以及大型国企中的领导干部。再如，在
具体的“个人事项”上，《规定》不仅要求报告“收入、
房产、投资等事项”，而且涉及“本人婚姻变化和配
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等事项”。

这种制度背景下，如果能通过“抽查核实”，“认
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进而将这
种“抽查核实”与“社会公开”结合起来、不断制度化，
最终逐渐实现“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的全面公
开，不仅党政领导干部要公开，事业国企领导干部也
要公开；不仅收入财产事项要公开，家庭婚姻子女居
住从业情况也要公开，那么，它与真正全面完整意义

上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也就距离不远了——— 作
为“制度笼子”，它的“编织”势必日渐严密成型、真正
管好权力。

因此，有理由期待，此次“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
项抽查核实”，能有效为“制度笼子”的“编织”探路，
成为推动“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建立的关键一步。而
为了能充分实现这种期待、确保“抽查核实”的质量
和效果，笔者建议，除了尽可能引进“社会公开”这一
高效低成本的“核实”机制外，在“抽象”对象的选择
上，还应注意这样几点：其一，尽可能地多选择抽查
那些权力含量高，腐败案件多发、风险高领域的领导
干部，如土地、房产、交通、公安、财政税收等等；其
二，进一步，在具体的领导岗位上，也尽可能选择抽
查位高权重的“一把手”、“主要负责人”。

湖南湘潭市查出有近七成者混入低保队伍，
每年3000多万低保资金流失。低保乱象丛生问题
不在低保本身，超越这种扭曲与无奈最为重要的
是要改变低保的管理模式。这需要有关部门真实
掌握救助规模，将低保由传统的按指标分配改为
按需分配。与此相配套的，要落实最严格审核审
查措施，民政部门要健全监管体制，部门联动更
要跟上；加强内部审核审查，把全过程置于公众
的监督之下；做到审核审查的制度化、经常化，让

“骗保”者无所遁形，这样才能把有限宝贵的低保
资金用在刀刃上。

“算计员工”算不出企业凝聚力

有些公司为防止员工跳槽，规定给员工的年
终奖只发一半，另一半必须等春节后回来上班再
发。用人单位“算计员工”，降低人工成本、最大限
度追求企业利润是直接原因，没将员工视为利益
共同体的组成要素、缺乏现代企业文化理念是间
接原因。企业的生产和发展，竞争力的强弱，劳动
者的向心力、忠诚度非常关键。但是，一些企业并
不重视这种管理理念，只看眼前利益，通过苛刻
的管理制度处处“算计员工”，看似精明的做法其
实是短视的。“算计员工”算不出企业凝聚力，只
会将员工越推越远。

细化恶意欠薪标准是进步

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明确“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恶意欠薪”长期存在，
是对劳动者尊严的一种亵渎，而从“恶意欠薪入
罪”到如今“细化的司法解释”，无疑是最高法维
护劳动者尊严的积极尝试，这样的进步，是劳动
者喜闻乐见的。任何政策皆不可能“十全十美”，
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营造一个良性循
环，理应是维护劳动者尊严的应有之义。新的司
法解释出台，对恶意欠薪有了更明确的“高压
线”，那就应该用好这根“高压线”，而不能让这背
后的正义被消解。

用百姓之眼防范“夹道欢迎”

近日有网友爆料，四川省内江市一所小学在
举行“和谐学校”授牌仪式时，组织学生在寒风中
夹道欢迎莅临的内江市妇联领导。动辄享受“夹
道欢迎”的官威官派，需要严格限制，乃至早早丢
弃为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官威官派比“官
话套话”更让公众觉得鄙夷与反感。故而，积极鼓
励众多雪亮的“百姓之眼”，对那些不合时势的官
威官派也来一个广泛指摘、集中纠偏，确已查证
坐实的，无妨及早排查和竭力制止。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被称为中国首善的陈光标，继1月16日“胸口过汽车”宣
传环保出行后，再次进入公众视野。23日上午，陈光标因见某
酒店服务员吃剩饭剩菜，决定奖励该酒店5名服务员每人2万元
现金，同时赠送每人500袋面粉及100箱“陈光标好人”凉茶、
热茶。(1月24日人民网)

看到这些服务员吃剩饭剩菜，陈光标称“令他非常感
动”，因为“这5名服务员很好地践行了这种节约的精神”。
然而，陈光标的高调慈善却让人看着不舒服。

吃人家的剩饭剩菜，于传统观念，总是有失面子的。即使
你要“鼓励这种精神”，总得首先不伤及人家的自尊，也得私
下里于悄然间“鼓励”。却不料，陈光标看着人家吃自己的剩
饭剩菜，不心酸也罢了，还要如此“一如既住”地高调，简直
无异于公开羞辱人，如此“慈善”，到底是真不懂还是装傻？

更让人怀疑的是，陈光标的所谓“奖励”，究竟有多少的
真心和诚意。比如，2万元现金，同时赠送每人500袋面粉及
100箱凉茶、热茶，于这5位吃剩饭剩菜的服务员，固然是一笔
巨额财产。但“必须在23日下午6时前，到位于江宁的江苏黄
埔防灾减灾培训中心领取”的条件，在酒店服务员还正常上班
的情况下，无异于很苛刻的条件。11点在微博上发布慈善通
告，下午6时前必须领取，于正在工作的酒店服务员而言，谁
会去上网？谁又会去关注陈光标的微博？即使看到了，如此的
时间限制，或也根本来不及去领。

陈光标高调慈善，当然也并无不可，但是，高调不等于可
以无视别人的尊严；手中有钱，并非就意味着有了相比于别人
的优越感、优势感。于一个行善者而言，从来不应有享有任何

的特权可以凌驾于别人的意志之上。即使要施舍于人，也得以
平等、尊重为前提。显然，奖励吃剩饭的“慈善”，既有作秀
之嫌，更让人尊严上无法承受。

针对陕西神木县“房姐”
龚爱爱违法违规办理多个户
口问题，近日，公安部决定成
立工作组。还有消息称，包括
1名副局长在内，已经有3名
涉事警察被停职。（ 1月 2 4日

《新京报》）
这段时间，一部名叫“房

姐房妹”的“贺岁大片”在免
费公演。现在公安部门针对

“房姐”的户口问题，开始了
一系列动作。应该说，对相关
问题调查即时公开、严格问
责，吸取教训、堵塞漏洞，防
止类似问题发生，是一个应
有的态度。

户口问题的突破，为我
们所乐见，但要看到，户口不
是“房姐”问题的全部。现在

“多户口多房产”俨然成了腐
败分子的“标准配置”，顾名
思义，“房姐”因房多而得名。
舆论之所以把注意力更多地
放在“房姐”的房多上，一定
程度是迫不得已。户口违规
一看即知，而在房多上，“房
姐”是否涉及腐败，只能更多
地依赖有关方面。

据央视《东方时空》报
道，“房姐”除了此前报道的
在北京和陕西神木拥有多套
高档住房之外，又发现其在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还 有 两 套 住
房。龚爱爱的神木农村商业
银行副行长的身份和众多房
产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
系？从常识讲，“房姐”的房子
这么多，即使依其所说是经
商所得，也完全不正常。更何
况，谁也不能保证所谓的经
商和银行副行长职位之间没
有关联。公众关心的，是公权
应该回应的；所有反常的，应
该是公权关注的。公众这么
关心“房姐”的房子，而且房
子多得完全颠覆了常识，相
关方面就应该回应关切，追
查下去，拨开云雾见天日。

可现在，针对“房姐”的
房子多问题，并没有哪一个
部门站出来。大家都藏在角
落里做观众，而忘记了自己
主角的身份——— 这是一种不
正常的冷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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