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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善举带来的力量不平凡

6月22日，一名出生仅14天、体重
仅1.17公斤并患有新生儿肺透明膜病、
动脉导管未闭、呼吸衰竭、新生儿败血症
及新生儿肺炎的男婴，由“空中120”从
汕头转运到位于广州的广东省人民医院，
全程飞行约90分钟。直升机降落在广东
省体育场后，早已在此等候的救护车就将
患儿送往广东省人民医院NICU（新生儿
重症监护室）进行紧急诊治。（新华网）

【点评】
@泡面：生命无价！
@我是希瑞：时间就是生命。

王建新（左，39岁）和丈夫，湖南
省岳阳市平江县农科村人。他们是养殖
户，养猪还养蛇。去年，王建新贷款5万
元，用于购买蛇蛋。今年，这笔贷款还完
后，她的信用额度增加到了10万元。最
近她办理了新一期10万元的贷款手续，
准备买一套设备，提取毒蛇的毒液卖。
“1克毒液的价格比1克黄金还贵。”王建
新说。（《中国青年报》）

【点评】
@石头：敢想敢干！现在农民创业致

富的路子越来越多！
@天边的云彩：自助，然后才有天

助。想成功，首先你自己得努力。

这是在湖北神农架大龙潭金丝猴保
护基地山林中的金丝猴（6月21日摄）。

经过动物保护人员的多年努力，加
之当地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神农架金
丝猴得到有效保护。目前，神农架金丝
猴数量比20世纪80年代最少时候已增加
一倍多。（新华社）

【点评】
@太行山上：没有山山水水、花花草

草，我会很寂寞的。
@笑着流泪：我们都是孩子，只是我

们的“幼儿园”更大、更丰富、更精彩。

千里抓捕小蟊贼，这笔成本账怎么算

□符晓波 贺占军

一辆载满鲜桃的货车在连霍高速新疆昌
吉段侧翻，桃子滚得到处都是，司机手足无
措……路过的车辆接连停下，素不相识的人
自发帮忙，将桃子重新归置入筐，整整齐齐
码放路边。翻倒的货车也被众人扶正合力推
向应急通道，避免了二次事故和交通拥堵。
（新华社）

6 月 19 日发生在高速公路上的这一幕，
被路边监控记录下来。暖心的救助视频在网
上大量转载，获赞无数。“好感动，不再是
哄抢……”

与以往曝出的哄抢货物、趁火打劫不
同，这些路人没有漠视，更没有哄抢，而是
自发自愿地有序救助，归还货物，暖心故事

感动着越来越多的人。
众人拾桃，物归原主，看似平常，但这

份源自民间、源自人最本能的善举让每个人
真切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温暖和爱
心。

留心观察，这样的善举其实常常发生。
维吾尔族青年高速公路救人、六旬老人

拯救落水学生……这些不同民族、年龄各异
的热心人在他人受困时伸出热情援手，用行
动诠释人性的善良美好，标出现代社会应有
的温度；这些来自凡人的善举犹如一股清
流，唤醒人们对真善美的信心。

正如一位网友所说：“小小善举的弘扬
将会感召无数人向善向好，凝聚社会无穷的
力量。”我们赞美他人的善举，更应当将感
动转化为自身行动，让美德生根发芽，让善
行拔节生长。

□高健钧

继去年5月上海公布实施《关于进一步规
范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
业行为的规定（试行）》之后，近日北京、广
东、重庆、新疆四地相继开展试点，强化对领
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行为的规范与约束，继
续完善党的纪律制度，管住领导“身边人”。

周永康、徐才厚、苏荣……党的十八大以
来，被查处的“全家腐”、“家族腐”案例触目
惊心。

“父子上阵”“夫妻联手”“七大姑八大姨
共同敛财”，亲属“戴白手套”“收黑钱”等贪

腐特征说明，必须尽快扎紧制度的篱笆。
据统计，2015年2月13日至12月31日中

纪委网站发布的34份省部级及以上领导干部
纪律处分通报中，有21人违纪涉及亲属、家
属，11 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
谋取利益。在“朝中有人好办事”“大树底下
好乘凉”的不良官场风气下，一些领导干部疏
于管束自己的配偶和子女，甚至背地里搞利益
输送。

对领导干部来说，良好的家风是抵御腐败
的重要防线。但需要注意的是，以家风带动自
律的同时，更需要他律，制度机制的建设不可
或缺。

完善的制度机制，是加强作风建设的基本
遵循。

制度之要义，在精在细，在于规定的明确
化、表述的具体化。不同级别的领导，对配偶
和子女经商行为的限制有哪些区别，应当明确
规定。这样才能避免制度建设流于形式，使制
度真正起到制约、惩戒和威慑作用。

“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
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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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加大监督力量，才能
扎紧制度的笼子，切断领导“身边人”的利益
输送通道。

扎紧制度笼子 管住领导“身边人”

□陈韦嘉

据人社部发布的《2015年度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
至 2015 年底，全国共有公务员 716.7 万
人。公务员队伍中“官与兵”比例失调是
个大问题，比如某省科技厅全单位82人，
科级以上61人，没有职务的普通公务员只
有21人，形成“官多兵少”的现象。（6月
21日《中国经济周刊》）

对于“官多兵少”，我们首先需要厘清
一个问题：什么级别的算“官”？什么级别
的算“兵”？

这样的问题在不同级别的单位恐怕得
到的答案也不同。比如省级机关，正厅
级、副厅级干部可能就算是“官”，而其他
人员，不管是处级还是科级，都应该算是
具体干事的“兵”；而在县级机关、乡镇机
关，可能科级干部就算得上是“官”。同
样，不管是省级机关的正厅级、副厅级干
部，还是县级机关、乡镇机关的科级干
部 ， 对 他 们 的 上 级 来 说 ， 他 们 也 都 是

“ 兵 ”。 因 此 ， 单 纯 以 行 政 级 别 来 划 分
“官”与“兵”，未免太过牵强，有失公允。

在现有的公务员管理体制中，所谓的
“兵”都是可以按照正常的程序晋升职级
的，如果把正常的职级晋升错误理解为

“官位”晋升，则较为片面。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职务的高低

来划分谁是“官”谁是“兵”。
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

成员乃至主要领导，他们本质上都是人民
的“子弟兵”，如果处处以“官”自居，要
么盛气凌人、居高临下，要么独断专行、
唯我独尊，要么作威作福、称王称霸，将
会极大地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也影响班
子的团结，有的还危及一方的社会稳定。
反之，如果我们的干部能够始终以人民

“子弟兵”的心态，倾听群众“呼声”，关
心群众“冷暖”，做老百姓的“知心人”

“贴心人”“暖心人”，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
活中的实际困难，我们的干部就一定会赢
得群众的“真心”。

当然，不管是“官”还是“兵”，都有
一定的级别，这就需要我们严格按照职数
配备干部。要认真整治超职数配备干部，
让按职数配备干部、按规矩办事成为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的新常态。尤其对于副职干
部的配备，要敢于“动真碰硬”，以“编制
数”说话，坚决杜绝超配滥配副职干部。

因此，“官多兵少”是个伪命题。我们
不能简单地以职级来划分“官”与“兵”，
更不能认为职务越高越是“官”。说到底，
广大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子弟兵”。同时，
也要注意把公务员正常的职级晋升与超配
干部区分开来，决不能因噎废食。

“官多兵少”
是个伪命题

浙江诸暨刚破获的一起盗窃案，因为案
值很小，但执法的成本很高引发了网友吐
槽。

云南人沈某在诸暨店口镇打工，前一阵
子在一户人家偷了2只香蕉几十块钱，几天
以后又在一家小吃店和停车场偷了几十块
钱。警方在接到报警后一直没放弃追捕，最
近连夜赶赴云南，将人抓了回来。（《钱江晚
报》）

警方千里抓蟊贼，一种说法是不值：为
了区区一百元，有必要大动干戈吗？有人则
拿出了一些所谓的大事提醒警方，这个社会
上还有很多远比一个蟊贼更需要警方去做的
事。

以量入为出的经济账来衡量，执法活动
很多都是不值。

没偷走多少钱，可抓个人却要跑这么
远，光路费就要远远超过案值，还要贴上人
力物力，简直亏大发了。

但执法不能简单地用金钱衡量，良好的
社会秩序是无价之宝，没有这样的社会基
础，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就得不到保障，任
何东西都可能贬值。

同时，违法必究才是最有效率的做法。
因为法律的规范和执法的严明，会让更多的
人敬畏法律，也会让更多的人在违法成本面
前望而却步。

网友们算的是经济账，而社会还有更大
的账本。没有那么多犯罪，就无需设置庞大
的执法机构，大家都谨守行为边界，管理部

门也就无需疲于奔命。所以，一个良好的社
会必定是高度自治、高度自觉的，而不是依
赖于庞大的执法机关维系。路不拾遗、夜不
闭户，说的就是这种天下大同的理想，只不
过在古代更多地要依靠道德。而在现代社
会，我们有了更强大的武器，那就是法律。
哪怕只偷百元也要法办的明示中，是法治精
神的彰显。

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社会
行为模式得不到及时纠正，时间一长，小错
酿成了大错，以至于积重难返。

这种“破窗效应”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
游客在风景名胜的刻字陋习。大家都深恶痛
绝，但一说到追责，又很少有人愿意当回事
去做，最后陷入一种无可奈何、无计可施的
窘境。而这恰恰推高了社会治理成本。

可是如果我们真真切切地管上几回，罚
上几次，就会形成另一种正向的效应。

浙江杭州的斑马线礼让行人，到过杭州
的人没有不说好的，但这样的习惯的养成有
赖于杭州市民过硬的文明和素质，也一样离
不开对不礼让的严格处罚。这种严格的执
法，短时间内可能会加大执法难度、增加执
法成本，但长期看就会降低执法成本。

肯定千里抓蟊贼，公众期待的是一种违
法必究的决心和一以贯之的坚持。

这种期待也不仅限于社会治安方面，也
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贪腐零容忍、
对造假零容忍、对知识产权侵权零容忍、对
不文明行为零容忍，在全社会都形成一种尊
重法律尊重权利的社会治理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