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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毕业季。对高校毕业生来说，如果不是
到机关当公务员或者在国企就职， 找到工作后
还需要操心一件事———给自己薄薄几页纸的档
案安个“家”。

安“家”需要花钱，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面向
庞大群体收取的这笔档案费，着实是个“天文”

数字：北京每年收取的档案费超
１

亿元，广州华
南人才市场每年收费也有数亿元。据专家估算，

全国每年人事档案收费至少达数十亿元。

保管档案， 本应作为公共服务部门提供的
公益服务，为何还要收取费用？收取的大量费用
都花在何处？ 对于这笔长期以来受到争议的管
理费，新华社记者进行了追访。

档案也得“租房子”，高额支出细则未曾公布
２００２

年到北京打拼的“北漂”李健，其所在
的民营公司不管档案， 需要他自己拿到人才市
场挂靠。于是，从

２００２

年开始，李健每年都要缴
纳档案保管费。

２０１３

年前，档案每年收费
２４０

元。

１１

年间，李
健共花了

２６４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这笔收费降至一
年
１２０

元。几年加起来，李健在档案保管上一共
花了近

３０００

元。

“来北京
１０

年多了，我自己还没买房，可是，

给几张档案找个落脚的地方， 却已经花了几千
元。”李健苦笑。

“档案也得‘租房子’，占地比群租房小多
了，收费却跟‘豪宅’接轨，算给自己的档案买了
个豪华卧室。”李健不解：一份薄薄的人事档案，

为什么一年要收一两百元的保管费？

近年来， 全国每年高校毕业生超过
７００

万
人，除了国家机关公务员、部分退役军人、部分
残疾人、失业者，按规定，其余所有人都需要缴
纳档案保管费，每人每年需缴费上百元。

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的
数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底，北京市、区县存档机构
共管理档案

１７０

万份， 存档费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起由
２４０

元下调至
１２０

元。不过，即便收费下降，每年
产生的存档费仍逾亿元。

专家估算，全国
２００

多个地级市，每个市每
年收费少则数百上千万元，大城市动辄上亿元，

全国每年收取的档案托管费至少达数十亿元。

这笔钱到底去了哪儿？北京市人社局表示，收费标准是北京市发
改委下发，采取收支两条线管理，收费统一上缴市财政，人社局没有
截留，所需档案管理的经费由财政局每年下拨。

记者查询发现， 全国尚无哪个省市公开过档案保管费的具体使
用、支出细目。

收费托管和手续烦琐令各地出现大量“死档”

按照我国档案法、干部档案工作条例、流动人员档案管理暂行规
定等法规，毕业生的人事档案属于国家法定、强制执行、归口管理的
公共信息，个人不得截留和销毁。

专家指出，按理说，档案保管应该是公共服务，就业和社保经办机
构在国家规定中也属于公益服务性质，但现行的档案托管，采取的却是
商业运作。据悉，各地人才市场从上世纪

９０

年代起开始收取档案保管
费，一些地方最初年收费曾达七八百元，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近年来，

财政部、发改委等部门对收费标准进行了限制，收费有所下调。

一些专家表示，在各种档案托管群体中，公务员享受免费，国企职工
由单位付费。这意味着，收入稳定的人群享受免费档案托管服务，而流动
人员则要为自己的档案向管理机构付费， 这让一些人觉得有失公平。而
且，对于一些交纳费用的人来说，其所享受的服务质量也有待提高。

“工作调动或需要开具证明通常要等很久， 人员不少但效率不
高，一件事得跑好几趟。打电话提前咨询基本无人理睬，还会互相推
脱。”在人才市场挂档的杨予鹏告诉记者，“人才市场名为市场，但不
是市场运作，都是挂靠在人社局下的事业单位。”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肖俊表示，档案托管费像一个“怪胎”：是服
务，但做起来不像服务；像买卖，但又不是买卖，还具有垄断性。因为“弃
档”“自揣档案”是违法违规的，所以“消费者”甚至没有说“不”的权利。

人才市场工作人员称，“没有户籍档案和人事档案信息， 要在当
地报考公务员、购买住房、子女上学等，都会受影响”。

虽然有“必须存档”的人才管理严格规定，但由于需要收费、手续
烦琐和服务不佳等问题，全国每年仍有大量弃档、“死档”出现。

２０１０

年毕业后留在北京一家私企工作的刘云霄表示， 自己就只交
了第一年

２４０

元的存档费。“每月工资就
３０００

多元， 几百元的存档费确实
很贵，我没考上公务员，也买不起房，所以此后几年一直没再交。”他说。

一些地方人社部门介绍，存档的“死档”数量高达总量的
２０％

至
３０％

。北京
１７１

万档案中，可流动的档案近
１６４

万，比例在全国较高，但
由于庞大的体量，目前“失联”逾

５

年的“死档”也有
６１３３４

份。

对于档案保管完全采取“无视”的态度是否行得通呢？海淀区人
才市场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只要档案有更新或移出的那一天，存档
费就要一次性补齐，否则档案会被扣留。就算不动档案，存档费最迟
也会在退休时追缴，否则“将使社保与退休金受到影响”。

针对百姓反映的问题，各地主管部门也在改进。北京市人社局表示，

近年来，北京市着力统一各人才中心的服务标准和业务规范，简化手续。

一些地方已经取消，还有地方仍在收取
专家指出，面对弃档，有关部门管理者需要反省，为什么提供服

务却令一些服务对象选择逃避。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赵成根
认为，“让存档人付费不合理，公共服务业务应由政府买单。”

记者了解到，这项备受争议的收费，在一些地方已经取消。如江
苏省取消了档案托管收费的规定，山东青岛开发区则停止了收费。但
除去江苏、山东青岛等少数地区，全国多数省份仍在收取这笔费用，

甚至金额更大、名目更多。河北省存档费标准曾达到
４０

元
／

月，

２０１１

年
之后收费下调为单位委托保管

２０

元
／

月、个人委托保管
１５

元
／

月。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 清理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是
政府的自我革命，也是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的必然要求。

“免除档案保管费，是打破人才流动藩篱具体、有效的手段。虽然
地方政府少了一笔小钱，但却能给经济发展注入更多动力。”肖俊表示。

取消收费还只是人事档案改革的开始。不少档案管理人员表示，

面对一个城市动辄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份纸质档案，丢失、损毁时有发
生，管理人员数量有限，这项涉及数亿人命运的制度必须在体制、理
念和技术上进行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档案系统已经迫在眉睫。

“信息时代，搜集规整档案不能还靠手指头，人事档案电子化不
仅更加便捷，也是当下个人信用管理体系建设的需要。”赵成根说。

（新华社北京
８

月
１１

日电）

那 地 那 人 那 事

———来自抗震救灾一线的感动

在灾区采访的每一天，记者都
会被眼前的一幕幕深深地感动着、

冲击着，或者是因为一件事，或者
是因为一个人，或者是因为一个场
景，又或者是因为一句话……这些
敲击心房的片断和记忆，像一个个
音符，在记者脑海中汇成了一部悲
伤、沉郁、不屈与抗争的交响曲。

失去亲人之痛
当巧家县包谷垴乡红石岩村

塆

子社的刘太富拿着一只沾满泥

土的鞋子，站在我面前放声大哭的
时候，记者一时手足无措。不知这
位

３９

岁的汉子内心该是多么的悲
伤！地震带走了他的老父亲，直到
地震后第四天，他才找到父亲的遗
体。（记者侯文坤）

在龙头山镇山坡上一处倒塌的
民房上， 救援人员经过几个小时的
努力，挖出了遇难小女孩的遗体。小
女孩的父亲蹲在地上，一言不发，痛
苦到扭曲的脸上挂着几滴眼泪。年
轻的母亲艰难站起来扭过脸去，哽
咽着对身边的亲戚说：“你用手机拍
下来，拍下来。”（记者李怀岩）

与死神赛跑中的“遗憾”

“我怎么就没能把人挖出来
呢！” 废墟下被埋的人已经没有生
命迹象，但已经在龙泉村挖掘了整
整一天的武警队员仍在近乎疯狂
地刨。最后，一位累得瘫坐在地上
的战士带着哭腔说出了这句话。

（记者李放）

地震当晚，暴雨如注。不断有
伤员送来，有的因为伤势过重不治
身亡。鲁甸县中医院一位医生被雨
淋得湿透，眼里泛着泪花说：“伤员
太多了，刚才眼看着一位颅内出血
的病人走了， 现场医疗条件有限，

我们已经尽全力了，可还是没把人
留下！”那一刻，记者的心也痛了起
来，不禁自问：“我能为挽救生命做
些什么？”（记者李萌）

灾后第二天，偶遇正在搜救英
雄谢樵的队员们， 现场余震不断。

一些队员在连续搜救之后，累得需
要被人搀扶着上岸。不远处，谢樵
的一位战友望着河面，一根接一根
地抽着烟……希望战友的思念和
救援人员的执著，能给英雄的在天
之灵以些许安慰。（记者卢志佳）

那些“最可爱的人”

午饭时间，在昭通机场的成都
军区某陆航旅官兵正捧着盒饭在
骄阳下进餐，由于直升机机身投下
的阴影有限，有些官兵就顺着螺旋
桨的阴影“一字排开”，只为得到些
许遮挡。 他们是较早进入灾区参加
救援的队伍， 每天超强度的飞行搭

建起一条条“空中生命通道”，面对
艰险他们毫无怨言。（记者杨迪）

云南边防总队的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张爱国，曾参加过海地大
地震等多次国际救援。在龙头山镇
安置点，他抱着在地震中受伤的年
仅
4

岁的王镜阳小朋友， 一边引导
她回忆生活中快乐的瞬间，一边轻
声地安慰她，等小朋友终于露出笑
容时，张爱国和记者却差点掉下泪
来。（记者蔺以光）

有生以来第一次航拍，潮湿闷
热的机舱里，战士们经过多次转运
伤员，脸上尽显疲惫之色。回程，被
救的伤员惊恐不安，一位中年妇女
在我旁边不停地擦眼泪。整个航程
没有人说话，我第一次真正感到什
么是“安静”。天灾无常，愿伤者早
日康复。（记者薛玉斌）

坚强的灾区人
这是一位失去妻子的人。邓世良

一直忙碌着，专注地为龙头山镇的救
援人员和群众做饭。他含着泪说：“我
只想多干些活， 尽量少想她一点，让
自己心里好受些。” 记者永远不会知
道那是一位怎样的女子，但我此刻仿
佛懂得了人与人之间的情谊， 这就
是———爱！（记者杨华）

很怕采访遭受痛苦的人，小心
翼翼地避免戳到他们内心的痛处。

但在震中龙头山镇的安置点，每个
灾区人遭受痛苦只是程度不同而
已： 一个家庭留下了四个孤儿；表
兄用手护着表弟脱险，自己却不幸
遇难……每次采访之后，记者总会

像做错事般愧疚地说：“打扰！谢
谢！” 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要谢
谢你们！你们是来帮助我们的。”多
质朴的老乡啊！（记者黄勇）

由于汽车过不去，救灾物资被
卸载在距龙头山镇光明村数公里
外的山腰上。村民李兴贵是第一批
赶来帮助转运的，已经很长时间没
吃过东西、没喝过水的他，看着眼
前的饼干、方便面、矿泉水，喉结不
断地颤动，不停地咽口水，但他仍
在默默地帮忙搬东西。“等大家平
分后再吃，还有人饿着呢。”他说。

（记者岳德亮）

无私的志愿服务
由于急忙赶去采访，在鲁甸县

城街头拦了一辆出租车。回族女司
机听记者是外地人，便问：“是来帮
我们救灾的吗？”“是来报道救灾
的。”到目的地后，车费

５

元，但她无
论如何不收，说鲁甸出租车行业定
了规矩，对支援灾区的人一律不收
费。记者向车里丢下钱就跑，心里
涌上了一股暖意。（记者吉哲鹏）

在龙头山镇龙泉中学安置点，

有一个“震区夫妻诊所”，丈夫程坤
是青岛齐鲁医院骨科医生， 妻子于
媛颖是中国海洋大学教师。 他俩新
婚后到重庆度蜜月， 在新闻中看到
鲁甸地震的消息后， 程坤立即给青
岛红十字会救援队———蓝天救援队
打电话要求当志愿者， 妻子于媛颖
便跟着过来打下手。 于媛颖说：“这
个蜜月不同寻常！”（记者陈辉）

（新华社云南鲁甸
8

月
11

日电）

云南鲁甸
6.5

级地震发生以来，媒体记者们快速反应、奋勇向前，用自
己的辛勤付出，第一时间向关心灾区的人们介绍地震灾情、讲述救灾进展、

记录灾难面前的人性与大爱。 让我们记住这些来自抢险救灾一线的画面，

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传递更多温暖的力量。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

8

月
7

日，在云南鲁甸县龙头山镇甘家寨，救援人员将废墟中找到的
村民遗体转移下山。 新华社记者陈海宁摄

“酒烈士”：“人文关怀”还是“助长酒疯”？

———透视官员“陪酒猝死”背后的潜规则
“摔死”、“呕吐窒息”、“引发心脏

病死”……这是公职人员近年来因过
量陪喝酒， 所导致的各种猝死悲剧。

最新曝光的案例发生在安徽祁门县，

当地公安民警朱�陪领导“交流学
习”期间醉酒摔死。这些葬身酒坛的
公职人员， 一些还获得类似“烈士”

“因公牺牲”或立功等待遇。

在中央多项“禁酒令”之下，这
种“人文关怀”的善后，到底是遏制
乱喝酒，还是在助推“喝酒风”？

“善后”凸显“关怀”，“酒烈士”

比“真烈士”值钱？

安徽民警朱�陪领导“交流学
习”期间醉酒摔死事件持续发酵。

８

月
１０

日，黄山市认定，这是一起严
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造成不
良后果的违规违纪事件，有关善后
事宜现责成当地严肃处理。

在“八项规定”和地方多重禁
令下，公务员“陪酒醉死”不时发
生，这样的新闻显得刺目。地税职
员、民警、镇干部……盘点“陪酒猝
死”案例，大多发生在接待领导的
酒桌上，喝酒的主力军，往往就是
这些“陪酒”的普通干部。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晚， 湖北恩施
州来凤县地税局一名年轻干部，因
陪调研的州局领导喝酒过量而猝
然身亡， 事后通报称事发单位食
堂；同年

４

月，广西来宾一副镇长上

任首日在食堂喝“接风酒” 死亡；

２０１３

年，黑龙江省副省级干部付晓
光因私公款消费，大量饮酒并造成
陪酒人员“一死一伤”……

耐人寻味的是，一些地方在处
理干部醉酒死亡事件中，涉事单位
往往会凸显“人文关怀”，给予死者
家属相当的抚恤金，补助动辄几十
万甚至百万元，称系“因公”牺牲、

追认“烈士”、立功等，引发公众愕
然。难怪网友说这“酒烈士”比“真
烈士”值钱多了。

“酒后补偿”并非个例。广东粤
西地区一位政法干部说，基层工作
酒风浓厚，干部醉酒上医院打吊针
司空见惯，其中有些人要在医院待
个两三天才能“活”过来。这期间，

医疗等费用均由单位“承包”。

一位县政府接待办的干部说，

在基层， 喝酒也是一项“重要工
作”。真碰上意外喝伤、喝死了，地
方都会千方百计给提高补偿，这也
算是一种“人文关怀”。

一上酒桌身不由己，“酒规则”

根深蒂固
酒桌办事、“圈子” 提拔、“心

瘾”难戒……“酒烈士”现象背后，

是“酒规则”的根深蒂固。

安徽一位乡镇基层干部说，尽
管每次醉酒让人很痛苦，但单位领
导和同事反而会高看你。“酒品如
人品”“酒量是能力”……更可怕的
是， 一些领导以酒桌表现衡量、考
察干部，更是助长酒风。

本来醉酒猝死是件不光彩的
事，可如今，干部“醉酒而亡”往往
摇身一变成了“因公”， 甚至成了
“立功者”。一些基层干部说：“这实
际上是让人放心大胆地喝，组织上
都会替你考虑。”

“很多时候‘醉翁之意不在
酒’。”记者采访发现，请客吃饭在
一些干部看来又叫“做局”，成为利
益交换的平台。推杯换盏间可以拉
近关系，继而提出正规场合下“不
好说、不能说、不便说”的诉求。

“酒规则”威力有多大？“一上
酒桌，往往身不由己。”西部一位乡
镇干部说，很多场合，劝酒的、被劝
的其实都不愿多喝，但又怕被误认
为“不够尊重”对方。而所谓“尊
重”，长期以来形成的标准，竟然是

客人、主人一方或两方醉倒。

“接待力就是生产力”———一
些基层干部表示，跑项目、要资金
大多靠吃饭喝酒，饭局甚至成为衡
量干部地位和能力的重要标志。天
天有饭局， 说明这个干部能量大、

关系广，如果没有饭局，往往被贴
上“不合群”的标签。

“至少一斤的酒量、干得好可
以转为公务员、女性、身高一米六
二以上……”这是粤西某县在一场
跨省招聘时提出的要求。 “‘酒规
则’横行，说白了是官场‘潜规则’

当道。” 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
副所长李景平认为。

打破“酒桌办事”，严格追责堵
住漏洞

如果不是意外发生， 干部吃
喝中的豪饮问题，依然会披着“工
作餐”的外衣，藏匿于单位食堂、

“八小时之外”。 国家行政学院教
授竹立家等专家表示，要靠拔“喝
出病”的“萝卜”，才能带出吃喝的
“泥”。

面对一些地方愈演愈烈的陪
酒成风现象，监督、惩戒力度仍显

不足，缺乏具体处罚细则。要打破
“酒桌办事”的局面，要严格追责。

8

月
10

日， 安徽祁门县民警朱
�醉酒摔死事件中，当地对此事负
有直接责任的闪里派出所所长郑
小武等人分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

行政撤职处分，对事件负有责任的
领导还将被严肃追责。湖北来凤县
一名年轻干部公务接待饮酒后猝
死事件，相关的

９

名干部
8

月
11

日已
被问责，其中多人被免职。

２０１３

年，浙江一位母亲甚至发
出了微博求救信，称她

２７

岁的儿子
“总是什么局的局长一起喝让他喝
醉”。她为此整天担心，夜不能寐。

专家认为，面对一些地方“两
桌”不良风气的反弹，应建立事故
责任倒查赔偿机制。要禁绝把乱吃
喝“处理进”公务开支。继续推进更
加规范的预决算公开制度。堵住财
务报销漏洞，例如将公务招待的时
间、地点、参加人员、开支情况等定
期公开，接受监督。顶风酗酒，就追
责。整治“酒风”，对广大基层干部
来说，是解脱也是保护。

（新华社北京
８

月
１１

日电）

一年１５名执法人员查违受贿 “猫”和“老鼠”竟如此携手

———深圳基层执法队员频频“沦陷”调查

８

月
７

日，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
街道综合执法队队长张庆云在查
处违法建筑中涉嫌受贿一案开庭。

这是近一年来深圳第三个因查违
受贿而落马的执法队队长。

基层执法者本是政府惩治违
法建设的重要力量，然而，在利益
驱使下，一些基层执法者频频为违
建“开口放行”，甚至成为违建背后
的“保护伞”和获利者。这种“执法
违法”的现象已成为城市化快速进
程中的“毒瘤”。

九成查违职务犯罪涉及受贿
“猫”和“老鼠”携手“共惠”

检方指控张庆云在查处违法建
筑中，利用职务之便，为违建者谋取

利益，收受
６

名当事人贿赂共计现金
人民币

１９

万元、港币
３０

万元。

同样的案件， 深圳已查处多
起：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检方指控宝安区新
安街道执法队队长严太龙放纵行
贿人在其辖区内肆意违建等，受贿
７４

万元、黄金
８００

克（经鉴定价值近
３２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检方指控大
鹏新区大鹏办事处党工委委员、综
合执法队队长张耀坤在查违等过
程中受贿

６１．３

万元。

一年多来，深圳共有
１５

名街道
执法人员因在查违中涉嫌职务犯
罪而“落水”，其中包括

３

名执法队
队长、

６

名执法队副队长。

类似的案件， 也并非深圳独
有。湖南桂阳违法建设专项整治行
动中，县城建执法大队班子成员因
涉嫌在查违中受贿几乎被“一锅
端”； 贵阳市最近通报一批利用违
法建筑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案例，

其中不乏执法人员充当违建“保护
伞”的身影……

违建者称，“送了钱，对方就会
少查、不查”。检方表示，

９０％

以上的
查违职务犯罪案件都涉及受贿，查
违“猫”和违建“老鼠”之间已形成
“互利互惠”的默契。

违建村民砸钱“求关照”

上级领导电话“令放行”

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地价

暴增、房价飙升，各方加剧对土地
利益的争夺，纷纷抢建、加建。

深圳市查处违法建筑和处理
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问题领导小
组办公室公布的摸底数据显示，深
圳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总计达

３７

万
多栋，约

４

亿平方米。

这些丛生的违建背后，从原住
民、违建者，到社区、村集体和股份
有限公司，以及协作部门、街道办
事处、上级单位，乃至各种“上级领
导”，交织着一张复杂利益关系网。

有街道干部感叹：“资本为了
３００％

的利润，就敢犯下任何罪行，

土地的利润何止
３００％

？”在强大的
利益驱动下，违建者挖空心思拉拢
腐蚀查违人员。

有执法人员曾反映，开车到村
子巡查，有人拿着一扎钱扔到车窗
里，并打电话直接报是哪一栋“求
关照”。

“有时不是钱的问题，要平衡
的关系太多。”一位街道干部感慨，

“查，事实上查不下去；不查，将来
在纪委、检察机关难交代。”

目前深圳的街道综合执法队
业务上受区城管执法部门和区规
划土地监察部门的双重领导， 人、

财、 物则归属所在街道办管理。在
这种管理机制下，查违过程中触及
的利益关系网络更加复杂。

为了遏制坝光村的“抢建风”，

执法队曾在村口设卡检查，阻止施
工车进入运送建筑材料。被扣车的
违建者纪某某找来当地街道某领
导，执法队只好放车。面对执法队
的几次强拆，纪某某都请出这位领
导，“打过电话，执法队就走了”。

一位检察官告诉记者：有次一执
法队准备开展查处行动，大队人马整
装待发，一领导打来电话，语重心长
地说：“农民盖一栋房子，何必那么认
真呢？”执法队只好偃旗息鼓。

临聘人员
４

倍于正式员工
查违执法队“高危”中存“隐患”

面对丛生的违法建筑和巨大
利益诱惑，基层查违执法人员成为
职务犯罪案件的易发人群。

龙岗区检察院检察官陈浩瀚
说：“他们不一定是配合政府对违
建进行有效的管理监督，而可能是
作为违建业主的代言人，出面协调
打通关系，从中获取利益。”

执法队负责取缔占道经营、非
法屠宰、环境保护、查处违法建设
及违法用地等，而查违占据

８０％

的
工作量。“这不是一个好活。” 面对
查违这个“高危职业”，很多坐在执
法队长这个位子上的人，都希望建
立轮岗机制，做几年赶紧走。

宝安区检察院检察官向莉认
为， 执法人员面临的诱惑太多，但

不管怎样绝不能收钱，这是自保的
底线。这个口子一开，就扎不住了。

此外，记者了解到，执法队中
还存在一个“大隐患”———大量的
临聘协管员。

目前，深圳共有街道综合执法
队

５７

个，执法人员
１２００

余名，临聘
协管员则有

５０００

余人。

“个别协管员收红包的胃口比
正式工作人员还大。” 龙岗区检察
院检察官廖芸说，这些落马的正副
队长考虑到自己仍有发展空间，受
贿时有所掂量，“不是所有的钱都
收”，但临聘人员似乎无此顾虑。

观澜执法队协管员李政庇护一
处违建顺利完工，收取

１００

多万元好
处费，因此被判处

１２

年有期徒刑。

查违者“护违”“纵违”，这已成
为城市化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深圳市检察院检察官曾志雄建议，

将查违职能从综合执法部门剥离
出去， 划归规划国土部门统一管
理，从而理顺管理机制。

但关键还是要压缩权力寻租
的空间。一要明确执法标准，合理
规定执法人员的责任等； 二要完
善监督机制， 特别是拓展体制外
的监督渠道。“只有把权力装在公
开的笼子里， 它才能不胡来。”曾
志雄说。

（新华社深圳
８

月
１０

日电）

□

新华社记者李建国凌军辉

□

新华社记者赵瑞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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