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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房叔”“房姐”“房妹”等一系列事

件的发酵，引发了各界对官员家庭财产的关

注。有专家由此提出，应以房产信息公开作

为官员财产公开的突破口。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化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改革，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防控廉政风

险，防止利益冲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

从2012年起，浙江、江苏、广东等地陆续

探索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引发各界持续关

注。近日，记者走进部分试点地区，目击试点

进展，倾听干群心声。

试点方式各异：
“一刀切”还是“分步走”

记者走访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发现，各

地对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进行了因地制宜的

多样化探索。

2012年7月，《珠海市改革创新研究报告》

提出，将推进珠海“制度反腐”体制机制创新，

可在横琴新区进行处级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

报试点。据了解，珠海市处级干部的个人财产

情况通过内部网络向全区干部职工公示。

广州市纪委常委、新闻发言人梅河清在

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南沙区试点领导干部财

产公开申报的范围是处级以上干部，包括新

提拔的市管干部，以及从区外或其他部门调

入南沙区的处局级干部。

与珠海、广州的试点有所不同，江苏省淮

安市在“拟提拔干部”中率先实行财产申报公

示，范围包括市管的处级干部、市直单位和区

县管理的科级干部，申报内容主要在拟提拔

干部的单位内部进行公示。

而在浙江省磐安县，“干部财产任前公

示”仅限于在竞争性选拔干部中探索试行。

《拟提拔领导干部财产申请表》的详细内容，

在公示对象所在单位公示。对群众特别关注

的“房产、车辆、收入、投资”等四项简要内容，

在全县政务网、党建网等网站公示，并设立举

报电话，接受干部群众监督。

“不管是‘一刀切’还是‘分步走’，各地在

官员财产公开方面进行的多样性探索实践毕

竟是一个良好的开始。”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

管理学院教授田芝健认为，全国各地情况千

差万别，对不同层级官员的制度要求有廉洁

共性和岗位个性差异，但官员财产公开探索

必须回应民众对政府官员“为民务实清廉”的

新期盼，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

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公开压力何在：
公众的目光是反腐第一道防线

对于磐安县旅游局副局长虞晓峰来说，财

产公开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压力。在2012年9

月的任前财产公示中，这个拥有“三套房子、一

辆汽车”的副科级干部受到网民的强烈质疑。

“我参加工作17年，在国企、报社等多个

岗位干过，老婆参加工作也20年了，靠奋斗

积累家庭财产难道有错吗？”谈起这起风波，

虞晓峰至今感到有些委屈。他给记者算细

账，三套房子总价150万元左右，但房贷就有

80万元。“我现在出去招商，经常被认出来。

但我心里很坦然，愿意接受所有人的监督。”

在2012年广东省公选省外经贸厅厅长

的过程中，考察对象被要求填写《廉政报告

表》，也就是“晒家产”。

此次公选的考察对象、南沙区常务副区

长孙雷说：“我自己的家底我都填了。作为政

府公务人员，公开财产让自己成为‘透明人’，

接受干部群众的监督，是一种社会进步。”

“我必须如实填写，否则同事要反映不实

情况。”当选的广东省外经贸厅厅长郭元强

说，填写廉政报告的内容细化到持有的股票，

有没有接受过别人的礼金券等，这些都要向

考察谈话对象公开，“谁也不敢不如实填写”。

除了带来压力，财产公开也让很多年轻

干部心里多了一道防线。“我觉得公示后最大

的变化，就是感觉时刻有人看着我。对干部

而言，这不仅是一种监督，更是一种保护。”磐

安县委副书记、“80后”干部左雨霖说。

一些干部对如何确定财产公开与隐私保

护的界限表示担忧。“我在办公室写材料，既无

决策权，也无执法权，有必要公开所有的家庭

财产情况吗？”一位市级机关的科级干部说。

积极稳妥推进：
倾听民意完善配套机制

对于官员财产公开的探索，一些群众提

出，“民意早已过河，实践为何总在摸石头”。

田芝健教授表示，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包括

官员财产公开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离不开

更好地倾听民意，离不开继续探索前行。

田芝健认为，应深化对公共权力公开运

行规律的认识，既通过“摸石头”深入调研论

证，推进改革，防止在改革浪潮中偏离正确方

向和改革初衷，又不因为强调“摸石头”而贻

误改革时机。试点地区要在改革中发现问

题、取得经验，减少改革失误，降低改革成本，

同时也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化压力为动力，

把改革推向深入。

官员财产公开是反腐“利剑”，但发挥作

用还需一系列配套机制。广东省委党校副教

授张长明建议，应搭建官员财产公示的核查

监督体系，并让老百姓参与监督。尤其是要

打破当前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建立房

产、存款、债券等财产信息统计平台，为财产

公示核实提供技术支撑。

“各级反腐部门近期不断查处大案要案，

提高了群众对财产公开制度的期望值。”梅河

清说，财产公开制度确实是阳光法案，反腐倡

廉的治本之策，但也不可能“包治百病”。财

产公开制度目前还在试点阶段，要与社会诚

信体系建设综合配套，才能产生防治腐败的

积极效果。 （据新华社）

“我目前主要是攒人气，现在两

颗星，如果成交的37 笔都给了评价，就

起码 3 颗星了。”说起自己经营的淘宝

商店，10 岁的王榆涵头头是道。 王榆

涵是重庆北部新区星光学校四年级学

生，他半年前在爸爸妈妈的支持下开起

了淘宝商店，主要销售重庆的土特产。

记者见到小榆涵时，他正在电脑前忙个

不停，与顾客在网上交流，还一边接电

话，告诉在外采购的妈妈缺少的货品。

快过年了，小榆涵花了5元钱在网上买

了一个模版，把“店面”装点得喜气洋

洋。最近他店铺的生意不错，买家遍及

北京、广东等地。 王榆涵学习成绩优

异，也是学校里的文体活动积极分子。

他妈妈说：“我们全家都很支持他开淘

宝店，这对他在接触社会、人际交往能

力等是全面的锻炼，学校老师同学也很

支持，很多同学都成了他的顾客。”图

为王榆涵在家里边接电话边准备要快

递的货品（1月22日摄）。 （据新华社）

官员财产公开的
突破口在哪

10岁小学生的“淘宝”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