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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
兼营运部主任苏顺虎涉嫌受
贿，4日13时45分，在北京市
二中院受审。苏顺虎表示认
罪，其辩护律师则认为检方
指控数额过高。(9月5日《新
京报》)

在当天的庭审中，苏顺
虎提到的“打招呼”三个

字，值得关注。苏顺虎称，他给“行贿者”提供方
便，基本都是通过打招呼和在文件上做批文。苏顺
虎讲，“就算不给钱，他们拿到省里的相关批文也
能办成事，但打过招呼后，下面的路局就会尽快安
排兑现”。检方也称，“在铁路系统，打招呼是十
分有用的。”

可以看出，在苏顺虎的贪腐中，“打招呼”是
一个关键词。相对于其他贪腐行为，“打招呼”可
谓成本最低，最容易做到。做一下对比：如果想要
贪污的话，可能还需要摆平许多环节，其中任何一
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万劫不复；可是“打招
呼”，当事人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够把一切摆
平。更重要的是，“打招呼”看起来还并不违反有
关规定。

就拿苏顺虎来说，他帮一些人“打招呼”，这
些人在申请资质上未必不符合条件。问题的关键
是，僧多粥少，给谁不是给？与其给“陌生人”，
不如给“身边人”。可以说，如果不是收受当事人
好处，苏顺虎“打招呼”根本不会受到任何惩处。
如果苏顺虎不收受直接好处，而是让当事人通过其
他方式回报，像一些官员一样搞“权力投资”。比

如浙江宁波象山县曾经出现的：一些贪腐官员在刑
满释放后，竟“意外”地收到了原行贿人送来的巨
额“坐牢补偿费”。其贪腐行为隐密性，就会大大
增强。

权力影响无处不在，有些就是通过“打招呼”
体现出来的。围城外面的人，想办一件事难乎其
难；围城里面的人，往往就是一个电话的事。更让
人感到挫伤的是，“打招呼”甚至连潜规则都不
是，这是一种显规则。“打招呼”横行，公平正义
就无路可走。不受约束的权力，不甚合理的制度，
给“打招呼”提供了太多的空间，也给腐败提供了
太多的机会，而且腐败成本是如此之低，实施腐败
又是如此容易。

这也提醒我们，腐败行为并不都如影视剧中描
摹的那样惊天动地，很多时候就是在不经意中发生

的。对于苏顺虎来说，“打招呼”就是他的权力，
利用“打招呼”谋取好处也是得心应手。一个项
目，可以批给张三，也可以批给李四；可以早批，
也可以晚批；可以多批，也可以少批。“这种自由
裁量的随意性，不利于建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影响了市场主体对未来发展的预期，也容易滋生腐
败。”

“打招呼”是一种最容易的腐败。从苏顺虎的
讲述和检方的介绍中可以看到，铁路系统打招呼十
分普遍。未必所有的“打招呼”都存在利益交换，
但“常在河边走，容易湿了脚”。这也再一次警示
我们，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如此的迫切和必
要。不该审批的不审批，该审批的把好关，或许苏
顺虎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在法庭上感慨“小时捡破
烂买学习用品”。

今年上半年，陕西省环保部门共开出渭河流
域水污染“生态罚单”1 .4亿元，渭河干流沿线的宝
鸡、西安等多地受到了污染物排放不能达标的“生
态处罚”。（9月5日《法制日报》）

“生态处罚”的依据，是2009年施行的《陕西省
渭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办法》。其中第四十条规
定：按照“谁污染谁付费、谁破坏谁补偿”的原则，逐
步建立渭河流域水污染补偿制度。当月断面水质
指标值超过控制指标的，由上游设区的市给予下
游设区的市相应的水污染补偿资金。这在当时，
被认为是地方法规开创性和试验性的新规。

从相关规定和媒体报道来看，几乎可以肯定，
是受罚的地方政府来出这笔钱，然后上缴到省财
政。“生态罚单”让钱从地方财政的口袋转移到了
省财政的口袋，挨罚的当然是地方政府，但真正埋
单的却是当地纳税人。那么，用纳税人的钱来给地
方政府部门的失职埋单，是否合适呢？

本来，这些地方的纳税人就是渭河污染超标
的直接受害者，现在，他们受损的利益不仅得不到
补偿，反而还要额外付出一笔生态罚金，似乎污染
超标都是他们的错，这于情于理似乎都有点说不
过去。相关责任官员，对这笔不用自己掏钱的生态
罚金，会有痛感吗？相比污染换来的GDP政绩，反
正是由纳税人支付的罚金，是否微不足道？

治理河流污染，必须让责任官员首先产生痛
感——— 痛在纳税人身上的“生态罚单”注定没有
用，只有责罚具体的责任官员，才会真正见效。

《南方都市报》9月4日报道，下班高
峰，魏女士在东莞万江简沙洲翰林学校对面
好不容易拦到一辆出租车，车开了一段，司
机说“我去加气，加完气要交班，你下车坐
别的车吧”。魏女士不同意，用手机录下了

争吵过程，其中一名男子不断爆粗大喊：
“你再不下车的话，我砍死你。”目前出租
公司已扣留了涉事出租车，对司机做出停班
12天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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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河南省教育厅、财政厅联合发出的通知，
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河南省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可以免费领到教科书。与此同时，河南省中小学
《音乐》、《美术》等课本将首批纳入循环使用范
围。（9月4日《大河报》）

教材循环使用好处多多：可以提高教材使用效
率，可以节约资源、有利于环保，可以节省财政资
金，还可以提高中小学生的节约意识……因此，教
材循环使用一直被认为是个好主意，多年来不断有
人呼吁推行之。而且，据说很多国家中小学教材都
是循环使用的，我们这样做有点“与国际接轨”的
意思。

大道理确是如此，说起来也很容易，但假设你
是一名中小学生，可能并不赞成教材循环使用。你
或许幸运地成为一本教材的首次使用者，那么恭喜
你，不用担心教材是不是很脏，甚至是不是有毒。
但是，你不能在教材上做笔记、注释以及任何标
记，平时翻教材时还得小心翼翼，不要弄脏弄皱弄
破。更重要的是，按照河南洛阳市一些中小学校的
规定，循环教材先交给各班级，由班主任代为保
管，用的时候发给学生，下课后收回。这意味着，
教材根本不是你的，而更像是借的，只有在上音乐
课时才能一睹《音乐》的芳容，如果你放学后想对
着《音乐》唱唱歌、对着《美术》看看画，那是不
行的。

如果你不幸成为一本教材最后的使用者，那么
也恭喜你，你大概可以在教材上随便涂画了，或许

还能把教材带回家。但是，这本教材可能已经皱皱
巴巴，甚至破破烂烂，说不定上面还沾满各种脏东
西。中小学生嘛，毕竟都是孩子，有的讲卫生，有
的不怎么讲卫生，老师也不可能时刻盯着。而最后
使用教材的同样是孩子，使用时难免不注意，前面
学生留下的脏东西，可能进了后面学生的嘴里，脏
不脏、恶不恶心还是小事，有没有病菌之类可是大
事。

如此，不仅中小学生不喜欢教材循环使用，恐
怕家长们也大多不赞成，只要不是太穷，很多家长
可能会给孩子再买一本教材，教材循环使用的好处
将一一落空，剩下的唯一好处就是节省财政资金。
以前教材自费，没见政府推行循环使用，现在政府
承担教材费用，就要求循环使用，这样的反差自然
让人怀疑，推行教材循环使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教材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和意义不言而喻，他们把教材当宝贝似的，即使毕
业了，很多学生也会珍藏教材，把它当做自己学
习、成长经历的见证。所以我觉得，每个中小学生
都需要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教材，给每个学生免费
提供一套教材，这是在义务教育阶段政府应该担负
的起码义务。“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
子”，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浪费何其多，宁可大人们
节省一些，也应满足孩子们的这个基本需求。教材
循环使用，弊端可能比我们想象的大，益处可能远
比我们想象的小，何必在孩子们身上过于节省甚至
吝啬呢？

今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有新变化。广东省人
社厅有关负责人透露，今年采用“异地交流面试”
及“多抽签”措施，首次全省实行“考官全员交
流”，本市或本单位考官均由外市、外单位的考官
担任，面试更公平公正。（9月5日《广州日报》）

众所周知，公务员招录中，面试已成为公正
公平的软肋。笔试卷子有明确的标准答案，谁也
没有胆子作弊，而面试的打分，随意性很大，同时
面试没有白纸黑字的答卷，即使明目张胆作弊，
连个说法都无从去讨。笔试第一和倒数第一的，
在进入面试后“乾坤大挪移”，已屡见不鲜。因此，
有“面试考家长”一说，拼的是关系和背景。实际
上，在面试中做手脚，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而“异地面试”无疑对此作了针对性极强的
防范设计。比如，“异地交流面试”及“多抽签”措
施，让监管不再是“左手管右手”，而“关系”“人
情”也将难以依附。可以说，“异地面试”无疑大大
堵死了作“手脚”的空间。

当然，“异地面试”并非能够堵死所有漏洞，
但比起本地面试来，应该说“阳光”了许多，“异地
面试”值得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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