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ＸＩＮＹＡＮＧＲＩＢＡＯ

２０13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三责编：余保钢照排：金霞每周评论
5

不

要

﹃

勾

肩

搭

背

﹄

赵
畅

上周五，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
国人大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指出：

“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
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
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
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这番语重心长之言， 具有十分强
烈的针对性， 既点中了有些领导干部
的“软肋”，又给出了防病的良方。

尽管“官”与“商”身份不同、职责
不同，然而，恰恰因为围绕经济建设这
个中心两者便有了服务与被服务的互
动关系。 只要双方的互动是纯洁、和
谐、良性的，就能成为助推经济社会发
展的有力“引擎”。

但这并不意味着“官”与“商”可以
“亲密无间”而“勾肩搭背、不分彼此”。

因为一旦到了“官”“商”不分的地步，

在“纷繁的物质利益”面前，有些“官”

便会耐不住寂寞、经不起诱惑、拿不住
自我，从而被个别唯利是图、不怀好意
的“商”们拖下水去，以至拿原则做交
易，为“商”们谋取不当的特殊利益。

提倡与企业家交朋友， 鼓励为企
业排忧解难，并不意味着“官”一定要
与“商”“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知
道，领导干部与企业家交朋友，“交”的
不是钱，不是物质上的好处，而是“交”

共谋企业又好又快发展之心； 鼓励为
企业排忧解难， 不是通过提供帮助而
替自己邀功谋利， 而是要通过自己的
服务助企业渡难关、求发展。领导干部
除了提供职责所在的服务， 不应向
“商”们求其他任何的物质回报。只有
守住了这一条， 才能更好地做到对
“商” 们提出的合法合情合理的要求，

大胆地千方百计地帮助解决落实，而
对于那些过分的不合规矩的要求，则要说一个“不”字。

领导干部只有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才能不为利沾，

不为利动，从而超越功利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君子”；只有
做到“交往有道，相敬如宾”，才能正确把握好交往的尺度，

明确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 哪些可以提供服务哪些不能提
供帮助。挣脱了利益欲望的羁绊，“相敬如宾”必水到渠成；

只有“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才能面对界限望而生畏、望而
却步，因为谁模糊和混淆了界限，谁越过了界限，谁必落入
陷阱、跌入深渊。

对领导干部而言，能否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

关键在于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高尚情操； 关键在于守
住底线，“要像出家人天天念阿弥陀佛一样， 天天念我们是
人民的勤务员，你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伸手必被捉”；关键
在于接受监督，要保持敬畏之心，敬畏人民，敬畏权力，自觉
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 自觉养成在多重监督下开展工作
的习惯。

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确保经济健康平稳发展，是我们
必须牢牢把握的目标和方向。提出“‘官’‘商’交往要有道”

的要求，不是反对“官”“商”之间的正常交往，而是对领导干
部服务企业服务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是要切割“官”

“商”之间纯洁的“君子之交”，而是要划出领导干部在市场
经济面前的一条底线。

（据《解放日报》）

功 成 不 必 在 我

陈家兴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这副楹联，原

是近
30

年前一位书法家为一位领导干部而作，

今天则成为不少领导干部自勉的名句， 因为它
表达了一个朴素的哲理。

而在岁月洗尽铅华之后， 这个哲理更显深
刻。今天，见兰考泡桐，人们想起焦裕禄；到大亮
山林场，想起杨善洲；闻寿光蔬菜，想起王伯祥。

这可都是十几甚至几十年前的事啊， 虽然时代
变化迅疾， 人们却依然没有忘记。 什么样的力
量，让岁月洗不去人们的记忆？

甚至被记不住名字了又有什么关系呢？共
和国大厦的奠基，又有多少无名英雄长眠地下？

改革开放的大业， 又是多少默默无闻者一道助
力使劲？名声也好，政声也罢，修短随化，终期于
尽，但人民会在心中为他们立碑，青史会为他们

留名。不戚戚于任上就干出惊天政绩，不耿耿于
任上就有显赫声名， 只问自己在任上为百姓做
过什么，为后代留下什么，甘于“自己栽树，让后
人乘凉”，而“功成不必在我”。党员干部都应当
有这样的胸襟气度，这样的思想境界。

想起山西右玉县，这个曾经风沙成患、山川
贫瘠的不毛之地，而今树木成荫、造福子孙。这般
巨擘神工， 乃是从第一任县委书记开始，

60

多年
来一届接着一届带领百姓干出来的。 甘肃庄浪
县，过去有名的“无雨苗枯黄，有雨泡黄汤”的“没
治县”，而今成为“梯田王国”，被喻为“黄土高原
上精心描绘的一幅景色迷人的风景画”。 如此妙
手丹青，同样非一任所能为，乃是十几届领导班
子带领庄浪人，付出数十条生命浇灌出来的。

干事业就是这样，大至一国，小至一地，哪

怕只想做成一件事，完成一个项目，往往都不是
一人、一任所能干成的，都需要许多任乃至几代
人的持续接力。这是事业的发展规律，不因个人
的意志而转移。 尤其是那些造福子孙后代的大
事，打下的基础越牢固，福泽就会越久远。青藏
铁路二期虽只用了近

6

年时间， 但它的全线建
成，却凝聚百年梦、历经三代人。对于领导干部
而言，重大建筑也好、民生项目也罢，如果急功
近利，急于求成，凭个人意志大干快上，往往容
易违背规律，出现“短命政绩”。

在全国两会上， 不少代表委员对好大喜功
现象提出了批评。“竞技体育不能急功近利，只
看成绩，更要有精神上的追求”；“教育不可急功
近利，高校应回归教书育人功能”；“一些地方仍
把‘增长’等同于‘发展’，热衷于‘做大做强’，而

无意于‘做精做美’”；“在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的时刻， 必须破除一味贪多求快、 贪大求洋的
‘大手笔’迷思”。

这些诤言深刻提醒各级干部，“功成不必在
我”不仅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工作理念与干事
要求。 把这个源头理清了， 把自己的位置摆正
了，才会少些“今天上山、明天下河”的胡折腾，

少些三五年改天换地的空豪迈， 少些花拳绣腿
的表面文章，而把眼光放于长远处，将心思用到
打基础上，把精力贯注在实干中。各级干部更应
深深懂得，功成之前，有无数前辈奠定了坚实之
基；名就之际，不可抹杀诸多前任增续的砖瓦。

“长江后浪推前浪”， 但换来永不停歇的“东流
去”，才是最令人欣然之事。

（据《人民日报》）

“工资80多万元”

高了还是低了

林坤
央企高管收入是不是过高了？面对质疑，中石化茂名

石油化工公司总经理余夕志认为：“央企里中石化的工资
是最低的”，“我们是中国第一大、世界第五大，但是老板的
工资只

80

多万元。吓到了吧？”（

3

月
10

日《新快报》）

对同一个事情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肯定是所持角度
不同。人们觉得高管收入太高，是因为很多央企都属于行
政性垄断，没人竞争能赚大钱，但效率低下耗费惊人；中石
化经理喊冤，恐怕是因为他是和同行业、同规模企业进行
了比较。比如欧洲最大的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其

CEO

的年
薪就达到

600

万美元，相较之下
80

万元的确不算什么。

但是具体看看两家公司的治理情况以及产品服务，这
种对比就显得太过简单。何况，很多国企高管还有着双重
身份，既是企业家，又有行政级别。既然人不是市场化选拔
出来的，凭什么要求待遇市场化？如果靠一纸任命获得职
位，又比照西方企业高管拿高薪，明显失之公平。

北京师范大学曾发布报告指出，国有垄断上市公司的
高营业收入并非完全是高管努力的结果，更多来自国家赋
予的垄断优势。这就说明若以市场化的业绩考核来衡量国
企高管，并不合理；但高管没有薪酬激励，又容易缺乏进取
的动力，转而追求灰色收入发生腐败。实际上，这就是垄断
与非垄断嫁接、行政管控与市场行为嫁接带来的怪异结果。

国企高管想要高薪没有错，阿里巴巴
CEO

陆兆禧一年
拿
4000

多万、万科董事长王石一年
1500

万，并没人会质疑
或仇富。但垄断国企是不是跟这些企业一样呢？我的建议
是，如果自信有能力，国企高管完全可以去马云那打工，白
手起家凭本事吃饭，心安理得拿天价报酬。

（据《武汉晚报》）

一年接待1500顿饭不能只等中央来治

朱昌俊

记者走基层了解到， 基层公务接待中流行
的喝酒之风， 已成为影响群众对党员干部印象
的重要因素。 而许多干部也表示反对过度的公
务应酬，尤其是一些既要陪上级、又要被下级陪
的“两陪”干部，中部地区一位市长说，他一年有
日程安排记录的超过

1500

多顿饭，平均
1

天四五
顿，安排不过来的，连早餐都用来陪吃，晚上还
要吃夜宵……（

3

月
7

日《半月谈》）

公务接待的不良风气，被诟病已久，其中又
以不良酒风为盛， 一些公务接待甚至被异化为
“酒局”。一位市长年招待饭达到

1500

多顿，又一
次让公众明白公务接待的沉疴之重。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名酒的花销往往占据公
务接待开支的大头，公务接待禁酒，将直接为接
待开支减负。一些地方在公务禁酒上，已见实际
行动。 如不少地方政府出台中午禁酒的规定。今

年
1

月，海南省更是出台了公务接待的“禁酒令”。

公众早已对“满口酒气”“满脸通红”的官员
形象极为反感。公务餐桌能远离酒精，自然是人
心所向。如报道所示，公务接待中的不良酒风，其
实很多官员也是受害者。基层干部反映，长期在
公务接待酒场上应酬，有三种刺痛感：一是痛心
浪费，二是愧对家庭，三是迷失价值。

这种民意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中也有体现。全
国人大代表、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南岭社区居
委会主任张育彪提出制订《公务接待法》，规定公

务接待不准用含有酒精的饮料等。

一些地方官员期待中央尽快出台明确的公
务禁酒令。事实上，根据现行的《党政机关国内公
务接待管理规定》， 国内公务接待应当坚持有利
公务、简化礼仪的原则，不得超标准接待，不得用
公款大吃大喝———禁酒令其实是题中之义。至于
出台明确具体的禁酒条文，地方政府完全有条件
走在前列。总之，治理公款吃喝，不能都等中央规
定。

（据《新京报》）

在岗36年仍为临时工该谁汗颜

刘鹏
环卫奶奶张秀荣现年

78

岁，她从
1976

年就开
始做环卫工，已经干了

36

年，一直都是临时工身
份，没有社保医保和养老保险等，工资从最初的
每个月

20

元到现在的
700

元。网友称她为“史上最
久临时工”。（

3

月
6

日《武汉晨报》）

张秀荣的境遇让人嘘唏：干了
36

年还是临时
工，此其一；其二，如今已经

78

岁了，超过退休年
龄
23

年了，还在干着环卫工的工作；其三，工资何
以才

700

元？嘘唏归嘘唏，该有人为张秀荣的情况
负责、反思，也该有人汗颜！

首先，张秀荣所在的环卫部门该汗颜。作为

环卫部门，负责城市卫生工作是必需的，但同时，

也得为环卫工的权益和利益负责，得保障环卫工
的基本劳动权益和生活权利。 一个

78

岁的老人，

已经在环卫部门干了
36

年， 没有医疗养老保险，

让她继续工作， 每月发
700

元的工资， 看着是照
顾，实则是一种责任推卸。临时工只是特定历史
条件下的特定产物，随着

2008

年劳动合同法的实
施，临时工和临时工这一称谓，就早已经寿终正
寝，何以张秀荣如今依然是临时工的身份？环卫
部门何以没有为老人争取相关保险权益等？

其次，法律法规所造成的一些漏洞，我们当反

思弥补之策。按照我们相关保险法规，在推行社会
保险制度之前，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职工，是可以
依法申请领取养老保险和享受医疗保险服务的。然
而问题的关键显然在于， 相关保险制度实施前，张
秀荣老人只是临时工的身份， 无法与正式工一样，

享受到领取养老金等待遇。和张秀荣老人有着相同
与相似情况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人，他们没有医疗
与养老保险，一旦停止工作，生活将陷入困境。那么
对于这一部分临时工，国家相关部门是否应该有所
举措，以保证他们的正常养老、医疗等需求呢？

临时工也是工人，也是劳动者，他们因为时
代与社会的原因，顶着临时工的身份，拿着低标
准的工资， 却干着比正式工更苦更累的工作，这
本身就是极不公平，也极不合理的。对此，用人单
位、相关部门，不能无动于衷，不能让他们辛苦了
一辈子，到头来老无所依、病无所医！

（据《西安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