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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子扮作残疾人在地铁

上乞讨，每月收入过万，在京买

了2套房子。此等假乞丐，近日

因扰乱公共秩序而被北京警方

处以治安拘留（详见本报3月9

日第3版报道）。在瑞安街头，

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疑似”假

乞丐，我们不禁要问：面对假乞

丐，执法为何乏力？

假乞丐靠出卖尊严、道德与

良心而致富，其社会危害性不容

小觑。第一，扭曲了价值观。只

要能够发家致富，什么事儿都可

以做得出来，不管手段怎么样，

只要目的能够达成，久而久之，

社会上便会出现“笑贫不笑娼”

或“娼笑贫不笑”之怪现象，助燃

了贪婪的欲火。第二，打击了慈

善心。人们出于慈善之心，拿钱

施舍给乞丐，一旦得知真相，发

现假乞丐是真富翁，就有可能对

自己的慈善行为产生怀疑，其心

慢慢变冷，黯然退出“好人”之

列。第三，让真乞丐得不到帮

助。“假作真时真亦假”，假乞丐

横行，真乞丐难辨，只好一概不

予理睬。

“假乞致富”的现象并不鲜

见，但治理情况不容乐观。多少

有志青年在北京奋斗多年，也不

曾“混”到片瓦之居，“乞讨男”却

拥有 2 套房子，对这样的假乞

丐，警方不过以“扰乱公共秩序”

的名义处以治安拘留，隔山打

牛，软弱无力。

面对假乞丐，执法之所以

软弱无力，原因大致可以从两

个角度去思考：一方面是无法

可依。我国至今没有专门用来

整治乞讨现象的法律法规，执

法部门不好操作。近年来，民

众当中出现了一些关于给乞讨

立法的呼声，但条件似乎并不

成熟，相对于环保、反腐等问题

来说，乞丐问题并不突出。另

一方面是有法难依。我国历来

就有冒充政府官员行骗的案

例，近年来经媒体曝光的此类

案件也不少，假官员扰乱政治

秩序，有伤官员体面，很容易以

诈骗罪被起诉；类比一下，假乞

丐也完全可以说是犯了诈骗

罪，但没有人说假乞丐伤了真

乞丐的体面。

上网搜索一下便可知道，

北京地铁“乞讨男”不仅假装双

腿残疾，欺骗乘客，而且霸占5

号路线，用各种下三滥手段赶

走其他试图来此乞讨的乞丐。

但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拘

留“乞讨男”的理由却是，“这种

行为严重扰乱了乘客的乘车秩

序，其在车上乞讨时，一旦有情

况，乘客不好疏散，极容易造成

踩踏事件”。已成事实的罪行

不曾给予应有的惩处，却以未

成事实的推断拘留“乞讨男”，

可见北京警方的无奈。此类无

奈，估计在许多城市，包括瑞

安，也广泛存在。

笔者以为，当务之急不是

给整治乞讨立法，那将是个大

工程，而应该是及时给出一个

明确的司法解释，把假乞讨归

入到诈骗罪序列，让执法部门

行之有据，处之有力。

3 月 9 日，市委、市政府召开

全市领导干部大会暨作风效能

建设、2014 年度考绩表彰大会。

市委书记李无文强调，抓考绩是

导向、转作风是手段、提效能是

目的，我们要不断强化考绩导

向，深化作风建设，切实用好考

绩这条“指挥棒”，坚决打好作风

建设这场持久仗，为瑞安赶超发

展提供有力保障（详见本报 3 月

10日一版报道）。

“坚决打好作风建设这场持

久仗”、“要把作风建设作为当前

最紧迫的政治任务来抓”……市

委书记李无文的这些话很令人

鼓舞，是宣言，是决心，是对作风

建设的一种高度认识。对此，瑞

安各级干部及机关工作人员必

须充分警醒：作风建设无小事，

作风建设马虎不得。

一直以来，作风问题是被人

“看淡”了的细枝末节问题。比

如说，上班时间上网玩个游戏；

群众来办事收人家一包香烟；早

上来得晚下午走得早等等，听起

来好像一地鸡毛，不值得说道。

可你别小看了这一地鸡毛，群众

正是通过这些鸡毛小事来评价

政府的。一句生硬的话，一个冷

漠的眼神，伤害的不仅是群众的

心，也有损于政府的形象。因为

你的工作，就是代表政府履职。

曾几何时，群众对政府部门有三

句话总结很到位，“门难进、脸难

看、事难办”，这是群众心头之

怨，是长期累积而成的。当然，

这两年此种现象得到了很大改

观。这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及持续开展的作风效能建设

等有着密切关系。

作风不端，就是精神状态出

了问题，就会滋庸懒之官、贪腐

之官，最终影响党的事业，有负

人民的厚望。瑞安开年不久，即

召开这样的大会，是吹响了作风

效能建设的冲锋号，是为全年工

作注入精神活力。不仅调子高，

措施也非常实。考绩、评议、巡

查、整改，通过四大举措，形成一

张完整的网。这次大会，既是誓

师动员大会，也是表彰鼓劲大

会。对考绩优秀者予以表彰，是

为了激励先进，也是为了让人们

学有榜样，这样的“红榜”必须要

有。

但光有“红榜”是不够的，

“黑榜”的作用同样不可小看。

什么是“黑榜”？本报同日 3 版，

用一个整版通报了 10 起违反作

风效能建设典型案例，其中有 6

人被开除党籍，3 人被行政撤

职，这个“黑榜”贴得好。有些

人作风不端，即使受到一些处

理，只要不公开，就不以为然，

甚至继续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曝光就不同了，等于脸上贴标

签，让你做不了“好人”，所以一

些人不怕组织内部处理，就怕

媒体曝光。因此，我认为，对违

反作风效能建设的单位或个人

通过新闻媒体进行曝光，要作

为一项制度坚持下来，它是增

强作风效能建设效果的一帖良

药。因为“黑”了个别人，可以

教育一大片。

要求公务招待都用某某系

列酒、举办演出要求每个节目

都要鼓掌……在全国两会上，

人大代表直指当今“红头文件”

滥发的弊端，并指出其中不乏

奇葩文件，建议对不规范的“红

头文件”进行清理。

（陶小莫 画）

曝光也是一帖“增效”良药
■薛建国

面对假乞丐，
执法为何乏力？

■金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