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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赞叹邵阳创国卫成果之时，一些
担心反弹的声音也冒了出来。这一方
面说明人们有维护邵阳城市环境的良
好心愿，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对反弹
现象要有正确的认识和对策。

事物的发展通常是螺旋式上升或
波浪式前进，个别反弹现象的出现在所
难免，这里面既有个人精神上的松懈，
也有工作机制的缺陷，但是趋势永远是
向好的。有一种议论称，创国卫成功
后，抓得就没有那么紧了。的确，严阵
以待、昼夜加班的迎检现象不再如前。
但是邵阳这几年的变化，绝对不是靠突
击应付得来的。除了基础设施的改善，
常态化的长效机制已经建立，务实性的
干部作风已经形成，拥护、珍惜和共建
卫生城市的社会风气也越来越浓厚。

还有一种议论称，邵阳市民素质太
低了，乱扔垃圾、乱吐痰等现象还是那
么多。不可否认，一个城市的文明卫生
程度很大程度决定于市民素质，但是，
与其当批评者，不如当建设者。先以身
作则，再规劝带动身边的人。这样的人
多了，市民整体素质自然就提高了。

可见，反弹现象是只纸老虎，经不
起打。但如果不打，即便是纸老虎也能
养虎为患。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
心，对于反弹现象，该打就打，冒头就
打，狠狠地打。

反弹是只纸老虎
贺旭艳

在用车问题上，当前，仍有一些党
员、干部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置若罔
闻，依旧心存侥幸，不知止、不收手，企
图“规避”规矩、“绕开”纪律。纪检监察
机关最近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问题中，违规用车问题仍然突出。不
仅“公车私用”易发多发，以借“私”为

“公”之名违规用车也在“应运而生”。
2016 年 4 月 18 日公布的《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
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是我国依法反腐的又一利器。贿赂
犯罪的本质在于权钱交易。新司法解
释将贿赂犯罪中“财物”概念扩张到“财
产性利益”，“私车公用”将对应为“请托
人将在社会上作为商品销售的自有利
益提供给国家工作人员消费”的情况，
从而易于成功起诉和定罪判刑。

在个别党员干部的头脑中，过去工
作方式中的“四风”烙印还没有完全清
除，他们没有透彻领悟党提倡什么、反
对什么，对如何改进工作作风无所适
从，往往以为用车问题是小事、小节。
从已经披露的案例看，这些穿着“马甲”
的违规用车问题多样，有的是典型的

“私车公养”，用公款报销其使用私家车
产生的高速公路通行费、车辆维修费、
洗车费等等；有的是隐蔽性强的“租用
私车”，以私人租赁方式违规为自己配
备和使用“公车”；有的是欺骗性大的

“借用私车”。我们不能不看到，用车问
题因其特殊性，容易走偏变味，容易被
误用、私用、滥用。这些“私人性质”的
用车，打着“公用”旗号，却以私利为目
的，绝非小事。

“私车公用”不仅可能异化为逃避
责任的“挡箭牌”，还容易成为权力寻租
的工具。如今，租用、借用私车成了“关
系学”的延伸，“圈子文化”、“人情文化”
的载体。不正之风，正是根植于这样的
心理基础和文化土壤。无视党纪法规，
接受“私车公用”，那就是对纪律和法律
的亵渎。面对用车的“灰色地带”，违规
操作，党员干部必须保持警惕，公是公，
私是私，不要随意越界。组织人事、纪
检监察部门亦要洞察明辨，及时提醒，
加大对违规用车问题的通报曝光力度，
释放强烈信号，产生警示震慑效应。

治理“车轮腐败”这一顽疾，必须抓
常、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
对以“工作需要”为由，换上“马甲”后顶
风违纪者，既要切实把纪律和规矩挺在
前面，更要在法治轨道上依法从严惩
治。唯此，方能让“车轮腐败”依法得到
惩处。

依法遏制“车轮腐败”
戴铮勤

近期，一档旨在“用书信打开历史”的读信节目——
《见字如面》，持续霸屏朋友圈。“有多久时间，没有提起笔
来好好写一封信了？”节目甚至不断激发起观众提笔写信
的冲动。

引发共鸣的，何止是《见字如面》。这段时间，同样被
誉为“综艺清流”的《中国诗词大会》和《朗读者》，也以高
而不冷的文化格调、温暖厚重的人文情怀，接连赢得超高
口碑，捕获了一批又一批的“自来水”。传统的文化形式，
何以能够跨越时间的长河，即便历经岁月冲刷，却依旧能
散发光泽、触动人心？

见字如面，睹物相思。有人说，感情波动不分孰优孰
劣，再笨拙的一支笔，即使写出内心万一，也足够令人感
动。确实，人的情感都是相通的，最能打动人的无疑是那
份最纯粹的情感。字如其人，不加掩饰地将自己完整地
展现在对方面前，正是这种纯粹和真诚，更令人神往。如
果说，信件是人们内心的琴弦，那么，声音就是撩动琴弦
的拨片。正如《朗读者》的主持人董卿所言，“文字的背后
是情感的承载，而朗读就是用最美、最直接的方式来表达
情感、传递爱”。“将值得尊重的生命和值得关注的文字完
美结合，如一股清风唤醒了大众许久未被触摸的文化脉
搏。”这样的评价，也足以道出这几档文化节目受观众欢
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不在于怀旧，而在于真情实感。

饱含书卷气，是这几档综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
人们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文化素养能改变一个人
的气质。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传统文化之所以能散发
恒久魅力，就在于它能滋养心灵，扩展精神疆域，是我
们抵抗庸俗的利器。而这，恐怕正是“综艺清流”走红
的另一个原因。

很难说，这几档节目受到热捧，就意味着综艺节目的
格局就此改变。但这至少证明，诗和远方并非是博物馆
里的陈列品，传统文化更非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只不
过，传承文脉也需要大众传播的载体。

在“诗和远方”中涵养文脉
陈 凌

一次干部会议上，当谈及干部管理问
题时，一领导干部引用纪晓岚在《阅微草
堂笔记》中记载的“公堂木偶”寓言故事：
如果不贪钱就是好官，那公堂中设一木
偶，连水都不喝，岂不更清廉？这种对“无
为”官员的讽刺，听来让笔者颇受感悟。

反观现实，故事中的“公堂木偶”式
领导干部并不鲜见。一些党员干部，打
着“从严治党”的幌子，不作为、慢作为；
有的党员干部善于“拉关系、搞圈子”，却

“不出工、不出力”；有的瞻前顾后怕“挑
担子”，只想明哲保身“混日子”，凡此种
种，不仅有损党和政府的形象，也极大地
损害群众的利益。

“为官避事平生耻”。担当大小，体现
的是党员干部的胸怀和勇气，更是对党员
干部的基本要求。时下，改革深水期、发
展攻坚期，新旧矛盾叠加，当看到，真抓实
干的作用发挥出来，改革发展的效果才能
释放出来，这就需要以“实干”打底，下大
力气激活、整治、调整“公堂木偶”。

思想上充电，树立实干导向。无论是
只管旧家当、不谋新发展的“账房先生”，
还是在其位不谋其政、浑水摸鱼的“南郭
先生”；无论是权为己谋的“慵懒官”，还是
畏手畏脚的“太平官”，此般“公堂木偶”看
似是精神状态的懈怠、工作方式的死板，
而本质上是价值观和权力观的错位。作
为党员干部，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
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思想上
一旦偏离方向，行动上必然偏离轨道。“有
为才能有位”，这就需要补足党员干部精
神之“钙”，树立实干导向，激活“公堂木
偶”。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增

强党性责任意识，既要领会“廉洁干事”只
重，也要领悟“为官为民”之要，以实事求
是、求真务实的精神，出实策、鼓实劲、干
实事。

问责上加压，营造实干之风。“公堂木
偶”之所以频频出现，不仅在于党性观念
的淡薄，也在于失责成本的过低。从严治
党的新常态下，给乱作为的干部戴上了

“紧箍咒”，然而，针对不作为的干部，尽管
有问责的申明，但是，还缺乏具体详细的
操作与问责细则。一些党员干部在位不
在状态、缺少担当，一门心思安“天线”，而
不接“地气”；擅长表面功夫，而不注重“里
子”。问责上加压，就是需要对不作为、慢
作为的干部加大惩处力度，下大气力整治

“公堂木偶”，营造实干之风。
管理上问效，选出实干之人。“公堂木

偶”现象有思想观念的原因，也有体制机
制的因素。正如总书记所说，“让能干事
者有机会，让干成事者有舞台”，说的就是
要在管理上对干部动态管理，“能上能下”
选出实干之人，摒弃虚工之徒。对干部上
的渠道要畅通，把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情
况，作为提拔重用干部的重要依据，拿出
岗位“虚位以待”优秀干部，确保有一定的
位置等人。对干部“下”的情形、依据、程
序等关键内容进行细化，列出“负面清
单”，让“下”的力度不断突破。及时的调
整“公堂木偶”，才能激起干部管理活水。

“在位谋职”更要“尽心职守”，“守业
守成”更当“奋发有为”，“廉洁干事”更需

“造福于民”。干部“干”字当先，对“公堂
木偶”说不，方能有所作为。

以实干打底整治“公堂木偶”
杜学峰

环保部2月25日通报2017年第一季度空气质量专项督查进展。督查发现唐
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规划建设管理局、太原市华豹涂料有限公司的应急预
案存在照搬照抄问题，预案难以落实。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照搬照抄”

“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全国两会召开
在即，法治中国建设如何更加有效地推动实现
社会公平正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全面依法治国，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人民
权益、维护公平正义、实现长治久安。这既是人
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应有之义。

一位意大利法学家说过，法律的力量应当
跟随着人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关于
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网络
安全法由立法机关表决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政
策框架基本构建完成、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
讼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2016年，法治中国
建设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也让人们对更好实
现公平正义有了更多期待。

当前，司法领域仍存在一些有违公平正义
的现象，削弱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安全感。
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决胜关头，法治建设
必须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
一面镜子，让人民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阳光。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需要立法工作最大限
度凝聚共识，统筹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个
领域，着力健全重要制度，着力保障重大改革，
着力完成重点任务，不断拓展立法的广度。立
法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使社会
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需要深化司法改革着
力解决司法不公、司法不廉等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的突出问题。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
后一道防线。如果司法这道防线缺乏公信力，

社会公正就会受到普遍质疑。司法改革应向着
更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方向大刀阔斧，要敢
动体制机制，敢破利益格局。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更需要在全社会推动
法治文化建设。一位哲人曾说过：“最重要的法
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柱
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全民法治观
念、法治思维、法治习惯的养成，是实现社会公
平正义的基质和土壤。要努力使全体人民成为
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
捍卫者。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人们期
待，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将为法治中国建设再
次按下“快进键”，让全体人民更充分地感受到
公平正义的阳光。

让人民更多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阳光
杨维汉 罗沙

近日，青岛市政府发布地方性规章《青岛市中小学校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提到“中小学校对
影响教育教学秩序的学生，应当进行批评教育或者适当
惩戒”。据了解，这是全国或地方教育性法规中，首次提
出“惩戒”的概念。 （据2月21日《新京报》）

近些年以来，惩戒教育问题一直是从坊间到学界乃
至政界高度关注的话题。如今，青岛率先出台以学校为
主体的地方性政府规章，赋予学校和教师适当惩戒权，具
有破冰意义。

学生犯了错误，影响了学校教育教学正常秩序，该不
该批评教育或者适当惩戒，答案是肯定的。问题是眼下，
我们的教育从原先对学生不当行为动辄处罚的极端，走
向不论学生犯什么错都是一味说教的另一极端。有人认
为，校园欺凌多发，是惩戒教育防线的失守。

事实上，惩戒权是教师的职业权利之一。但是很长
时间以来，我国法规并未突出支持教师的惩戒权。《教师
法》明确规定教师不能体罚学生，《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
定》第四章第十六条规定，“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
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目
前，我们提倡批评教育，这对于听话的乖孩子很奏效，但
是对于那些调皮捣蛋、生性顽劣、屡教不改的孩子就不一
定了。有时，批评教育不是万能的，确实需要辅助适当惩
戒手段。

其实，大可不必把“适当惩戒”当成洪水猛兽。俗
话说，严是爱，宽是害。严师出高徒。这都表明，惩戒
在教育中的作用不可小觑。惩戒是教育手段的丰富与
回归，没有惩戒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学校教育要
让学生清楚：犯了错误，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受到相
应的惩戒。

不必把“适当惩戒”当成洪水猛兽
杨 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