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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我 市 启 动“ 为 官 不

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专

项整治暨深化作风效能建

设动员大会上，市委书记李

无文一开始就连问三个“为

什么”：“为什么市委市政府

部署的一些重点工作推动

乏力？为什么我们环境整

治、安全监管老是存在这样

那样的问题？为什么我市

的软环境与其他地区相比

落后？”笔者以为，“为官乱

为”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

因。

“为官乱为”，是指有权

力的人乱作为，为了私利，

做有损于国家、集体、群众

利益的事，破坏政府的公信

力，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

众心目中的形象。“为官乱

为”比“为官不为”的危害更

为厉害。

依 仗 人 际 关 系 ，乱 办

事。去一些部门办事，没有

熟人，事难办。如果有熟人

或上面有人关照，事情就好

办。有时，不好办的，也能

办得了。一些人不是看你

这个事情对不对，关键看你

人找的对不对。职能部门

乱作为，带来的后果非常严

重。

开 只 眼 闭 只 眼 ，不 管

事。“为官乱为”还表现在不

管事上，有些不合法的事，

办肯定是办不了的，但职能

部门开只眼闭只眼，让你自

己搞。如市区房屋楼顶很

多违章建筑，原本就不应该

搞起来的，后来不知道怎么

就搞成了。街头的流动摊

贩，跟你躲猫猫，你进他退，

你退他进。稍微放松一下，

流动摊贩干脆就驻扎下来，

就有了现在街头的种种乱

象。

以 权 为 己 谋 利 ，乱 为

事。过去在一些部门存在

这样的现象，不给好处，就

不 给 办 ，给 了 好 处 就 给 你

办。这就是所谓的“卡、拿、

要”。也就是说，一些人利

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利

益，有利益就干，没有利益

就不干。这就是典型的以

权谋私，“为官乱为”。如果

在消防审批上“乱为”，就很

危险，极容易出事情。一出

事情就是大事情，就会危及

到生命财产安全。

“为官乱为”给党和国

家事业，给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带来极大的危害，一件件

腐 败 案 件 教 训 是 深 刻 的 。

李无文在会上强调：“‘庸懒

散拖贪’问题，是危害瑞安

事业、阻碍瑞安发展的一个

顽疾，已是非抓不可、必须

常 抓 不 懈 。”但 愿 ，通 过 这

次 整 治 ，能 根 治“ 为 官 乱

为”等顽疾，为瑞安转型升

级 发 展 ，打 造“ 品 质 之 城 ，

建 设 幸 福 瑞 安 ”创 造 良 好

的环境。

“如作不实陈述，

违 背 良 心 和 做 人 良

知 ，灵 魂 深 处 将 日 夜

不 安 ，内 心 饱 受 折 磨

和 煎 熬 ⋯⋯”这 是 江

苏省沭阳法院在庭审

之前要求案件当事人

宣 读 的 誓 言 ，据 悉 该

誓 词 为 院 长 所 创 ，已

实行半年。

（陶小莫 画）

这种感恩，
简单而又美好

■薛建国

共守纯净的教育天空
■高振千

“为官乱为”的危害
■良 言

日前，我市环保部门突击查

处湖岭镇金山村一处非法电泳

窝点，并提请公安机关对该窝点

负责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详见

本报 9 月 9 日第 1 版报道）。这

是我市 8 月开展环境保护大检

查工作以来查处的首起涉嫌环

境犯罪案件，更是我市有关部门

打向“上山下乡”污染企业的第

一炮。

据报道，如今经济正在转

型，随着环保门槛越来越高，执

法越来越严，一些污染企业在城

市待不下去了，变着法子“上山

下乡”，工业污染向中西部转移、

向农村转移成为突出现象，不少

村庄成了新的“生态灾区”（本报

9 月 7 日第 8 版报道）。湖岭镇

金山村的非法电泳窝点，就是这

样 一 家“ 上 山 下 乡 ”的 污 染 企

业。污染企业“上山下乡”，会让

青山绿水变成秃山黑水，土壤污

染，地力下降，贻害无穷。但因

为山区地广人稀，加上民众对污

染企业的危害性认识不到位，或

者碍于情面，惑于小利，慑于强

权，实际上放纵了那些企业的污

染行为，常常让有关部门的监管

处于被动的不利境地。

笔者以为，要杜绝污染企业

“上山下乡”，非在开启民智上下

功夫不可。

首先，要让民众“知其害”。

污染企业对环境与土地的危害

是缓慢显现的，并不能一眼看

穿，这使得一些民众放松了警惕

性，维持了“事不关己，高高挂

起”的消极态度。殊不知，污染

企业所造成的危害是极其久远

的，遭到污染的土壤，非得几百

年乃至上千年才能逐渐恢复。

民不知，相关部门要通过宣传教

育让他们知，能知，而后能行。

民众自觉起来抵制污染企业在

山乡安家落户，或者采取主动举

报、积极配合的行为，这是能够

极大增强有关部门打击污染企

业力度的。

其次，要让民众“辨其利”。

污染企业之所以能够“上山下

乡”，往往会有企业主的亲朋好

友穿针引线，或者企业主本身就

是该地村民，山村乡民的人情观

念浓厚，不好意思表示反对。而

且，有些村民还有可能从污染企

业那里得到一些好处，比如吃到

一顿大餐，拿到一点补偿款，得

到一个工作岗位等，“吃人的嘴

软，拿人的手短”，也就不肯再说

什么了，甚至有的村民还因此成

了污染企业的“自己人”。其实，

村民所得到的这些好处都只是

“小利”，保护青山绿水才是“功

在千秋”的“大利”，图小利，舍

大利，智者不为也。有关部门要

帮助民众辨清什么是小利，什么

是大利，该如何取舍。

其三，要让民众“用其权”。

污染企业落户山乡，一般都跟当

地的村干部与其他基层干部有

莫大的关系。山区百姓，习惯于

强权统治，并不完全理解新时代

的公民权益，其民主意识多处于

混沌的状态。我们要通过普法

宣传，唤醒并强化民众的民主意

识，鼓励并帮助他们运用法律所

赋予的公民之权，来维护他们的

公民之利。

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

曾呼吁“开民智”，这话至今仍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趁着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环保模

范城市的东风，开启民智，杜绝

污染企业“上山下乡”。

“您好！感谢您对学校

工作的支持，感谢您对教师

劳动的尊重！根据上级要

求，学校严禁家长向教师赠

送礼品、礼券与礼金。庆祝

教师节期间，校园里拒绝鲜

花 ⋯⋯ 我 们 真 诚 希 望 您 和

我们一起努力，共守一方纯

净的教育天空！”这是教师

节前市实验小学校长室发

给全体家长的短信（详见本

报 9 月 9 日 8 版报道）。

当下，节日要不要给老

师送礼，已成为一些家长的

烦恼：送，送多少、送什么、

怎么送，让人绞尽脑汁；不

送，其他家长都送了，老师

会 不 会 亏 待 自 己 的 孩 子 ？

显然，家长的纠结来自于社

会上送礼风的盛行，来自于

家长的盲目跟风。市实验

小学节前短信劝家长勿送

礼和鲜花，也算是给家长和

老师“打打预防针”，让家长

和老师都放下包袱，过一个

轻松、俭朴的节日。

这 些 年 ，教 师 队 伍 声

誉、口碑的损坏，其中的原

因之一就是个别老师大肆

收受家长的礼物。尽管是

极个别老师，但被不断地传

播和放大之后，给社会造成

的影响却非常恶劣，仿佛所

有教师都那么爱财那么贪

得无厌，将教师队伍的形象

一棍子打死。即使有的老

师把持不住，确实收下家长

的礼物，难道跟家长的主动

和纵容无关？

家长以“礼仪之邦”与

“人之常情”名义送的礼物，

其目的很简单也很直接，跟

孩子的老师联络感情，请老

师平时多在学校里关照自己

的孩子；一般会背着孩子，不

让孩子知道，生怕浸染孩子

心灵，受到尚且单纯的孩子

的极力反对。用钱物表达谢

意，有多少家长是心甘情愿

的？让师生关系通过钱物维

系，把师生情谊变为赤裸裸

的钱物交易，这样的教育岂

不变味？那种公开要求家长

“意思意思”的校长、借拒礼

说“来日方长”的教师毕竟属

于“凤毛麟角”。

俗 话 说“ 吃 别 人 的 嘴

软，拿别人的手短”，庞大队

伍中见财眼开的、并借此对

学生转变态度的老师不能

说毫不存在。但也有为拒

绝收受礼物伤尽脑筋，实在

挡不住便回赠同等价值东

西的老师，当然，更多的老

师选择用自己的职业良心

辛勤地耕耘，决不为家长的

礼物轻重来区别对待学生，

以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来维

护教师的正面形象。

家 长 给 老 师 的 最 好 礼

物是信任尊重和共同教育

孩子。一个纯净的教育天

空，不仅需要教师的自律以

及教育行政部门严格的管

控，而且更需要良好的社会

环 境 和 家 长 的 全 力 支 持 。

一个纯净的教育天空，不仅

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而

且关乎孩子将来创造的那

个世界。

昨天是教师节，作为瑞安中

学曾经的一名学子，近日，高文

龙回到母校，给 10 位师德标兵

颁奖——“恩师奖”（详见本报 9

月8日1版报道）。

这是一个学子对母校的感

恩情怀，让人觉得很温馨。高文

龙高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进

入清华大学，可谓学业有成；大

学毕业后，先后担任多家名企的

高管，后又选择自主创业，可谓

事业有成。了不起的高文龙，在

我看来，他最值得让人羡慕或夸

赞的不是他的名校出身及拥有

多少财富，而是他有一颗金子般

的心——感恩的心。

世上有两种恩，比天还要

高，比地还要深，一是父母的养

育之恩，二是老师的教育之恩。

父母给了我们生命，这不用多说

了。老师给予我们的是知识，这

知识决定我们服务社会的能力、

存在的价值和人生的目标，有了

这些，我们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

的“ 人 ”。“ 一 日 为 师 ，终 身 为

父”，古训不是没有道理。一个

国家要发展，要兴旺，最重要的

就是人才。因此，教书育人的老

师，他们的岗位很神圣。

这些年来，受应试教育所

累，我们的教育出现了许多问

题，升学率和高考录取率成了王

道，把教书与育人割裂开来了，

强化了书本知识灌输，而淡化了

学生的品行培养。尽管这些学

生后来也有不少出人头地，但掩

盖不了他们的品格缺陷，比如

说，不懂得感恩等。一位知名教

授对中国大学教育曾提出这样

的批评：“培养出一批精致的利

己主义者。”利己主义，不就等同

于自私自利吗？这样的人，显然

不具备为国牺牲和奉献的精神，

自我和金钱可能就是他们的信

仰。经济危机不可怕，可怕的是

信仰危机。

功成名就后，拿出一笔钱

来，在母校设立各种各样的基

金，其做法并不鲜见，许多外国

政要亦有此举。应该说，积极意

义占主导。一般可理解为学子

感恩母校的培养或对教育事业

的支持等。即便有人为了提升

个人或企业形象，出于包装和宣

传需要，也无可厚非。这毕竟是

有利于教育的好事。但我们注

意到，这种基金的设立，大部分

在高校。出现过有人功利色彩

很强，比如为抢先获得高校研究

结果，将其转化成产品投入市

场，赚取更大利润；有人更干脆，

就是为孩子能够入读这一高校

“搭桥铺路”。

高文龙在瑞安中学设“师恩

奖”，这一举动简单而又美好。

我相信他此举，就是出于感恩，

出于对母校的回报。他感谢师

恩，不仅是因为这里的老师教学

水平高，让他考上了清华大学，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老师让他懂

得生活中处处存在美，存在爱。

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初升的太阳，

那是自然赋予的美。我们生存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都离不

开他人的付出与关爱，这是人性

之美。所以，我们要学会感恩。

当大家都懂得感恩了，这样的社

会才会更加温暖。

开启民智，杜绝污染企业“上山下乡”
■金 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