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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只眼

更该为公务员
职业伦理立法

■ 马上评论

诺奖评委不受贿，不能证明无人行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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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看到的
不仅是更高的道德标
准，还应该包括更具
体的法律手段来保障
此类手册的实施。

■ 一家之言

官员内疚不能只是因为“被盯着”
外在的关注、审视，还需要内化为官员自觉自愿的行动，即表里如一、恪尽职守。

■ 时事漫画

其实我们的关切点并不在于贿选问题，舆论关注的是谁在贿选、权力有没有掺和
的嫌疑？

一天被洗
7次脚

【百岁老人卖鞋垫】

《新京报》报道这个
故事后，传媒大学还有很
多周边学校的学生、市民
慕名来找老人买鞋垫。
来的人太多，老人 3 小时
内就卖掉了近 300 双鞋
垫。提前一个多小时收
摊了，老人每天晚上 5 点
多出摊。

——陈杰（记者）

希望在北京的朋友
能去帮帮老人，大家都去
把他的鞋垫买光吧，北京
的夜是那样的冷，真让人
心酸。一位100多岁的老
人还需要在寒冷的夜里
摆地摊，为什么呢？

——凉山土匪（职员）

我忙完了就去多买
几双，虽然离我很远，但
我想这比任何春游都有
意义吧？北京的同学们，
有谁愿意跟我组团吗？
带点老人吃得下的用得
着的，更重要的是多买几
双鞋垫，我想这比施舍更
尊重老人吧，能出来自食
其力，说明他不愿接受施
舍，那我们就用尊重的方
式帮助他吧！

——丹婷316（职员）

【其他】

中国的收入分配要
改变的是什么？我认为
是颜色！一个人的收入
分为四种颜色：黑色、灰
色、无色和红色。黑色是
行贿受贿等违法的收入，
灰色是说不清楚的收入，
无色是真实的收入，红色
是莫言得诺奖的收入。
让黑色和灰色越来越少，
留下无色和红色，差距再
大，也不会引发重大社会
矛盾。

——马光远（学者）

我 国 是 否 会 落 入
“中等收入陷阱”，取决
于两方面：一是产权制
度改革，尤其是公共产
权制度，决定了公有制的
功能：是有助于缩小还是
扩大贫富差距。二是社
会改革，尤其是不同身份
制度的改革。如所谓正
式工、非正式工；在编，不
在 编 ；农 民 工 、城 市 工
等。这导致不论在市场、
还是在公共服务上待遇
不平等。

——刘尚希（学者）

前天学生对我说，寝
室的窗帘又脏又破。我
问他们为什么不向学校
反映，宿管科不行可以给
校长信箱写信。学生说
怕被报复。我说，管理部
门怎么可能报复。你们
总是习惯不去自己主张
自己的利益，一直等着别
人把什么都做好，否则就
背后叹息或骂人，权益永
远无法实现。

——刘强（教授）

近 日 ，广 州 市 制 定 的
《公务员职业道德手册》出
台。这部手册的特别之处在
于强调“以德治吏”，通篇强
调“自律”，建议公务员以“制
度的红线”来“约束自己”。

在法治社会中，道德与
法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
般来说，法律是最低等级的
道德，对于一般人而言，社
会容忍的“底线”在于是否
遵守法律，而非道德。对于
公务员来说，因为他们承担
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和民众信
赖，因此公众对公务员的期
待值和要求标准会变得更
高。所以，世界各国大都对
公务员的行为标准做出了
超越普通人的特殊性规定。

比 如 ，美 国 曾 出 台 了
《政府道德改革法》，并在此
基础上形成了《美国行政部
门雇员道德行为标准》，我
国香港地区也曾制定了《政
治委任制度官员守则》来约
束政府公务员的行为。这
些制度无一例外地对公务
员及其家庭适用了更高的
道德标准，并依法来约束他
们的“特权行为”。

从对公务员行为要求
标准的公开和提升的角度
看，这部手册值得肯定。一
方面，在我国公务员行为道
德标准法律层面暂时缺位
的情况下，强调公务员道德
和自律具有一定的实践和宣
誓意义。另一方面，该手册
也将公务员道德行为标准明
确化，有了具体的标准，公众
就可以“按图索骥”，更好地
进行包括网络反腐在内的各
种民众监督。

然而，缺乏具体法律条
文作为后盾的道德标准似
乎难以达到“物尽其用”。
我们希望看到的不仅是更
高的道德标准，还应该包括
更具体的法律手段来保障
此类手册的实施。

这部道德手册虽然是
政府制定发布，但是在法律
位阶上仍未“入流”，没有法
律上的意义，缺少司法执行
力。诚然，道德与法律是相
互促进的关系，有理由相信
该手册中所描述的 13 位楷
模人物和 65条名人名言，可
以在不同程度上激励该市
的公务员队伍，然而，我们
所担心的是，这种仅存在道
德层面的制度建设能否保
持长效机制的初衷。

整顿吏治是个关乎到
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以德
治吏”应与“以法治吏”相互结
合，并驾齐驱。以高尚的德操
激励人，同时也要以法律的尊
严约束人；以更高的道德标准
要求人，同时也要有法律的强
制力得以保障。越快启动相
关立法，就越有利于大大减少

“表哥”、“房叔”之流。
□朱巍（学者）

莫言之后，诺奖传闻持
续“余音绕梁”。近日，诺奖
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
马克来华推介作品，谈诺奖
与莫言。针对诺奖评委马
悦然称有中国官员试图贿赂
他的言论，埃斯普马克称听
说过这个传闻，但诺奖有反
贿赂机制，他们知道我们是
不可贿赂的。（10月24日《新
京报》）

对一些死无对证的传
闻，理性的姿态当然不会是
通盘接受。诺奖高山仰止，
羡慕嫉妒恨可能还不在少
数。从这个意义上说，妄图
借助政治或其他旁门左道

的“法力”，去叩敲诺奖大
门，概率上并不算一件“胡
说”的事情。当然，流言真
真假假，公道自在人心。

埃斯普马克的意思，其
实与马悦然先生的说辞，基
本是两个意思，并不构成互
相之间的证伪关系。

说得更直白一点，不能
说因为评委正直，那么，所
有魑魅魍魉的居心就会自然
消失。权力的廉洁，与寻租
者的行贿，是并行不悖的关
系。你可以说诺奖评委绝不
肯受贿，但绝不能因此就证
明世人不会向评委行贿。

当然，埃斯普马克不是

生活在中国，对于“水至清则
无鱼”等圆融哲学未必有深切
体悟，或者也甚少领教到少数
权力者翻云覆雨的神奇变
数。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自然
理解其对于“传闻”的不屑与
愤慨——但也正是基于这样
的认识，有些“传闻”，恐怕还
是要“国情化”地看待：10多
块名表撂倒了“表哥”、22处
房产困住了“房叔”，这些“名
角”在不久前的当时，不也只
是网间不具名的“传说”？

谁也不能证明马悦然
先生就一定不打诳语，但既
然“实名爆料”，还点出了一
些蛛丝马迹，秉持某种怀疑

精神，总是有益公共利益。
埃斯普马克先生不明

白，其实我们的关切点并不
在于贿选问题，诺贝尔也
好、奥斯卡也罢，清白与否
只是个“花边”——舆论关
注的是谁在贿选、权力有没
有掺和的嫌疑？“文化阔官”
是个矛盾又暧昧的词汇，在
一个公民社会，时刻秉持监
督权的警惕，不仅不丢脸，反
而是很振奋人心的事情。当
然，此时马悦然先生如果能
慷慨公示一下，万一又能揪
出一个“字画叔”，于反腐或
止歇流言，实在裨益多多。

□邓海建（媒体人）

在陕西省安监局日前
召开的干部大会上，接任

“表哥”杨达才的新任局长
赵政才要求，安监干部要时
刻想着周围有无数双眼睛盯
着自己，慎言慎行，自律自
重，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
做事。当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受到损失时应该内疚，应该
有负罪感，应该承担责任。
（10月23日《华商报》）

相信很多人都听懂了
这番话的潜台词，即官员不
要再像“微笑局长”那样不
分场合地“放松”，而应该多
一些自警意识、防范意识，
言行举止、神情笑貌都要合
乎身份和处境，以免被周围

“无数双眼睛”盯上。
需要指出的是，官员面

对重大灾难时的内疚感，应
该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上，不
该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应该
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不
能只是因为社会上有无数
双眼睛盯着才不得不如此
表现。

杨达才已因严重违纪
被撤职查办，有消息称，其
涉案金额巨大，存款涉及多
家银行。纵观整个事件的
过程，杨达才的落马，导火
索是其不合时宜的微笑，但
仅这一点不足以撼动堂堂
安监局长。而是他长期以
来的违纪行为和由此聚敛
起来的财富，使得他一旦引
发关注就不可能全身而退。

可见，问题的关键其实
不在于微笑，而在于杨达才

绽放笑靥之前已深陷腐败。
当然，如果官员都能够

意识到周围有“无数双眼
睛”盯着，进而低调内敛，谨
言慎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
事。只是仅有这些表象还
远远不够。具体而言，其
一，外在的关注、审视，还需
要内化为官员自觉自愿的
行动，即表里如一、恪尽职
守。否则，很有可能只会加
剧官员的作伪，甚至是人格
的分裂。

其二，作为外部监督的
一种路径，公众的围观还应
该得到现行制度的积极回
应，并通过诸如政府信息公
开、官员财产公开等等一系
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实现
对官员行止的约束和规范。

换言之，“无数双眼睛”
一旦上升为制度性的严密
监管，进而成为官员普遍的

“内心的律令”，那么，官员
失态的情形就会好得多。

官员的权力来自民众
个人权利的让渡，当然应该
时 时 处 处 接 受 民 众 的 打
量。这不是一种额外的负
担，更不是逃避的理由，而
是必然的代价。面对数十
人死亡的惨剧，面对人世间
众多的伤痛，一个有良知的
官员当然会发自内心地感
到内疚，感到责任未尽，感
到芒刺在身，这既是最起码
的政治伦理的要求，也是一
个现代官员应该具有的健
全的行政人格。

□胡印斌（媒体人）

重 阳 前
后，献爱心活
动突然井喷，
安徽省合肥市
老年公寓有位
老人甚至一天
被志愿者们洗
了 7次脚。这
样的献爱心，
不少老人都说
受不了。（10 月
24 日《江 淮 晨
报》）

漫画/勾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