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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其洋

2022 年的新年“打虎”，比去
年来得更早，也更猛一些。1 月 8
日，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张永泽
和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 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王滨，这两只“老
虎”被查的重磅消息，颇受舆论关
注，上了当天热搜。

有一种现象，那就是，一有贪
官出事，就有“热心人”会找出他
在任时“反腐倡廉”的讲话或者文
章，以讽刺、证明贪官是多么虚伪
和善于表演。

这次也一样。张永泽、王滨出
事后，就有人查出，一个月前，在
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张永泽宣
讲十九届六中全会和自治区第十次
党代会精神时讲到，坚持对党忠诚
的政治本色，厚植人民至上的为民
情怀，践行埋头苦干的使命要求，
增强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努力打
造一支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
敢担当的生态保护铁军。

去年 6月，王滨在中央党校机
关报 《学习时报》 上，发表题为

《辩证处理五个关系，全面提升监

督实效》的署名文章，谈如何做好
国企监督：着力加强对各级领导干
部特别是“一把手”，以及权力集
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重点部
门和关键岗位的监督，管好关键
人、管到关键处、管好关键事、管
在关键时，通过抓好“关键少数”
带动“绝大多数”。

有领导干部端坐台上，一本正
经地正风肃纪反腐，突然有一天，
他犯事被查了，大家才知道，他原
来 是 “ 台 上 反 腐 败 ， 台 下 搞 腐
败”。这很奇怪吗？一点也不。贪
腐分子，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压震
慑下，为争取宽大处理，能投案自
首，已经算是够主动了；指望一个
贪腐分子公然跟“反腐倡廉”唱对
台戏，或者是自愿暴露自己的贪腐
思想和行迹，无异于与虎谋皮。

贪 腐 分 子 在 任 时 “ 反 腐 倡
廉”，至少有这样三种情形。一种
是，在其任则说其话。贪腐分子，
多是领导干部，有的还是“一把
手”，负有反腐倡廉的第一责任、
主体责任，就算心里一百个不愿
意、不认同，讲话、撰文也不能不
照本宣科、字正腔圆。第二种是，

身行恶而口言善。有的贪腐分子，
一边贪得无厌，对上门行贿者来者
不拒，甚至公然索贿，一边又心里
惶恐，生怕哪天被纪委请去“喝
茶”，便小心翼翼、精心伪装，讲

“反腐倡廉”义正词严，以显示自
己“政治正确”。第三种是，知其
事而说其理。置身权力的圈子里，
才知道哪里流急、哪里水浅，更容
易看明白权力是怎么运行的、贪污
腐化是怎么发生的，有实践，有思
考，“反腐倡廉”往往能说到点子
上，结果弄成了“一语成谶”。

1982 年 10 月 19 日，《四川日
报》 的小言论专栏 《巴蜀小议》，
发表过一篇言论《台上他讲，台下
讲他》，连标题 346 个字，获得当
年的全国好评论一等奖。它说的
是，某县有个分房小组负责人，在
分房会上说，分新房，就要交旧
房，先交旧房钥匙，才能领取新房
钥匙。他话未讲完，台下就窃窃私
议起来，说他自己没交旧房就住进
了新房，东弄西弄，一家六口人占
了三套房。

腐败的本质是权力私用。公权
私用，是上不了台面、见不得光

的。确实也有人曾公开叫嚣“当官
不为钱，打死都不来”，也曾有人
公然为“腐败是经济社会运行的润
滑油”声张，但无论是在社情民意
还是党纪国法面前，任谁都不敢说
自己贪腐是对的。这就注定了，有
贪腐行迹者必然当面一套、背后一
套，而“台上他讲，台下讲他”就
是必然现象。

对一个人、一个部门、一个行
业的监督，重在监督好人、钱、
事，防止掌权者为了谋取私利，而
乱用人、乱花钱、乱办事。查处贪
腐分子，自然要“零容忍”，但

“拍蝇打虎”，好多“蝇”“虎”已
是病入膏肓、危害严重、无可救药
了。应该思考的是，这些人是如何
走上台的？更该做的是，把好“入
口关”，并把监督关口前移，对那
些思想不正、动机不纯、行为不端
者，做好防治工作，不给他们登台
表演、以“声”作则的机会。

贪官出事前“反腐倡廉”奇怪吗

徐根凯

1月22日下午，西安浐灞生态
区浐灞一路社区居民迪某，到社区
办事大厅咨询离市政策时，社区主
任王某与其发生争执，王某言行不
当、作风粗暴，视频在网络上传播
后，引发广泛关注。西安浐灞生态
区总部园区管理办公室发布调查通
报指出，已对王某作出停职检查处
理 （1 月 23 日新华社）。

春节临近，居民想了解疫情防
控措施，并无不妥。作为基层工作
负责人，理应细心解答，以便居民
按规定行事。王某居然怒怼咨询群
众，损害了基层党员干部形象，影
响极坏。

疫情形势复杂多变，基层干部
“硬核”防疫，心情可以理解，但
这并不能成为言行不当、作风粗
暴的挡箭牌。自疫情发生以来，

“耍官威”的案例不在少数。少数
干部或工作人员之所以敢于怒怼
办 事 群 众 ， 依 仗 的 就 是 自 己 的

“特殊”身份，而一旦权力观跑

偏，对自身认知和定位必然产生
扭曲。如近日某县领导干部对有
关中高风险地区返乡人员“先隔
离再拘留”“恶意返乡”等言论引
发舆论关注。这种做派，令人深
思。

一直以来，一些人“官本位”
思想根深蒂固，手中握有权力便觉
得高人一等，忘了权力是人民赋予
的，“权力唯上”意识更是让一些
干部有恃无恐，以至口无遮拦、信
口开河、为所欲为，这种“权力
病”得治。

践行为人民服务理念，不能只
是口头上说说，也不能只是在脑海
中“一闪而过”，而应落实到行动
中，从细节处见真章。一些地区、
部门“门难进、事难办、脸难看”
现象长期存在，是“权力病”泛滥
的恶果，根源在于权力任性而监管
乏力。因此，应强化基层干部法治
意识、规矩意识，使之真正在法治
轨道上开展工作，在基层树立法治
政府的形象，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
明行政。

基层干部“怒怼群众”
根子在于“权力病”

王学进

宁海 99 岁“功夫奶奶”张和
仙，刚被推荐为“最美浙江人·
2021浙江骄傲”。24日，在儿子冯
传引、力洋镇干部的陪同下坐火车
到了杭州，她将在浙江省人民大会
堂给大家讲讲习武的好处 （1 月 25
日 《宁波日报》）。

99 岁老太太能被推荐为“最
美浙江人·2021 浙江骄傲”够厉
害了，更厉害的是，老太太竟然要
在省人民大会堂传授她的习武经。
此中大有深意。

作为张氏武术的第八代传人，
张和仙年轻时便是一个极富正义感
的姑娘，爱打抱不平，在当地素有

“侠女”称号，村民亲切地称她为
“功夫奶奶”。去年，她受邀出任宁
海县力洋镇中心小学的武术顾问，
每周去学校对学生进行免费指导。
急公好义、正义感爆棚，又乐于助
人、热衷公益，此乃武术精神的真
传，也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由
此而论，“功夫奶奶”无愧于“最
美浙江人”的称号。

那么，活动主办方为什么会邀
请一位 99 岁高龄的老太太讲授习
武的好处呢？原因有二：

一是现身说法最有说服力。别
小瞧老太太已年近百岁，因为每天
坚持练拳，脸不红、气不喘，洗衣
做饭样样行，胃口也好，脸色红
润，精神矍铄。有这个鲜活的例

子，不用多说，大家就能直观感受
到锻炼的好处。

二是国民的身体素质在逐年下
降。以学生素质为例，根据国民体
质监测结果，2009 年与 1999 年相
比，学生的柔韧性、爆发力、肌
力、耐力、肺活量均呈下降趋势。
其中，体能素质中的速度素质、力
量素质已连续 10 年下降，耐力素
质已连续 20 年下降。与身体素质
下降相对应的是，青少年近视及肥
胖率居高不下。究其原因，乃应试
教育不断加剧，学生的户外活动时
间太少，一天到晚坐在课桌前听
课、写作业。如此，身体素质哪有
不下降之理。

活动主办方用心良苦，从关爱

人民的身体健康出发，特邀 99 岁
高龄的“功夫奶奶”专程介绍她的
习武经，就是希望全省人民能够像
她一样动起来，积极参加体育锻
炼，告别手机、电脑依赖症，在绿
道上走起来、在广场上舞起来、在
球场上跑起来。特别是对于中小学
来说，有条件的，可以像力洋镇中
心小学那样，聘请武术教练，自编
校本教材 《山后张武术》，开设校
本课程，在每天大课间活动期间，
组织全校学生练习武术操。

武术防身更健身。世间美丽有
千万种，也有高低之别，唯有健康
最美。年近百岁，身子骨还如此硬
朗，“功夫奶奶”美在健康。她是
全民学习的榜样。

99岁“功夫奶奶”登上省人民大会堂讲坛的意义

楼越明

春节临近，我市多地纷纷出台
政策举措，鼓励外地员工留在宁波
过年，打出了一套稳定生产、留工
稳岗、暖心行动、强化服务等系列
政策“组合拳”。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节
作为中国传统假期中最为重要的节
日，对那些在外打拼的“游子”而
言，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在这样特
殊的时段，要让那些原本打算回
家的人们，暂时搁置心中的期待，
放弃筹备多时的回家计划，留下来
继续在岗工作、留甬过年，我们的
用工企业和有关方面，自然不能停
留于一般的号召和引导，而应主动
换位思考，拿出“货真价实”的实
招来。

发放留岗红包、返岗交通补

贴，开展引才招聘活动，推出畅游
景点、文旅消费优惠……我们看
到，各地一系列“花式留人”举
措，从衣食住行、文娱消费等方方
面面，能够切实保障留岗员工的待
遇，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各地举
措 可 谓 诚 意 满 满 、“ 薪 心 相
印”——留下来的员工，既能拿到
额外的假日“红包”，又能享受浓
厚的节日氛围。

“留人”必先“留心”。宁波是
一座有爱心、有温度的城市，也是
一座具有幸福感的城市，重视对外
来人员权益的保障，是有传统的。
新春佳节之际，我们应更加关心关
爱那些“新宁波人”，为其创造更
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让他们留得
安心、顺心、舒心，即使没有回
家，也能感受更多的获得感和归属
感。

用“薪心相印”来留工稳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