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15年11月5日 / 星期四 / 责任编辑 / 李群 / 编辑 / 陈良和有话说

[评论1+1]

农村腐败无小事
巡查工作暖人心

■王 振

就是要群众切实感受到
反腐是动真格的

■薛建国

清清爽爽庆祝记者节
■高振千

解决独生子女家庭
赡养问题之我见

■金 粟

10月30日下午，我市召开

庆祝第16个中国记者节表彰

会暨第二期“记者学堂”，新闻

工作者济济一堂，提前庆祝记

者节（详见本报 10 月 31 日 1

版报道）。

表彰会开得简洁又不失隆

重，丰富又不失生动。表彰优

秀新闻工作者、市委宣传部部

长致辞，简短、紧凑、生动；致辞

概括了一年来我市广大新闻工

作者取得的成绩，并对广大新

闻工作者提出了殷切的要求和

期望。原以为专题讲座会枯燥

乏味，却想不到非常精彩，宣传

部部长、副部长以及报社和广

电的领导等都在带头聚精会神

地听讲。整个讲座案例鲜活、

贴近，加上深入浅出的剖析和

风趣的语言，不仅让人听得津

津有味，而且能提高新闻工作

者的政治理论素养和业务工作

能力，让人受益匪浅。

以前“庆祝记者节表彰会”

后都会有聚餐、联欢活动，为了

响应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六项禁令”和反“四风”，近几

年这两项活动都取消了。按理

说，新闻工作者辛苦了一年，借

欢庆自己的节日放松一下、联

络友谊，原本无可厚非。但是，

为了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和奢靡

之风，厉行勤俭节约、不搞铺张

浪费，即便属于一项福利性质

的节庆活动，也不再继续进行，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单位的经济

和个人的应酬负担，也让节日

庆祝变得更加纯净。

其实，大部分新闻工作者

都比较繁忙，即使抽空来参加

节日庆祝表彰会议，有的还要

匆匆赶回去写稿和值班。作为

新闻人，不但要具备精湛的专

业知识和能力，还需要具备综

合知识、沟通能力和担当意识，

其过硬的综合素质和能力难怪

备受其他单位欣赏和青睐。精

准的新闻特性，决定了新闻人

面临很大的压力，容不得出现

丝毫的差错；对时效的特别要

求，决定了新闻人必须时刻准

备着，随时不顾一切奔赴新闻

前线，用最快的速度将新闻呈

现给受众；更不用说新闻人还

原新闻事实、引领舆论方向，担

负着义不容辞的“铁肩担道义”

责任。

这次的庆祝记者节表彰

会，打破了以前的惯例，删减了

繁文缛节，突出了业务学习，以

提高业务水平为重，这对于树

立新闻队伍的良好形象、做好

新闻宣传工作，都将产生积极

的促进作用。

前几年，网上流传一个段

子，大意是记者去采访一位农

民：如果你有一百亩地，你可以

捐给国家吗？农民答可以！如

果你有一百万元，你愿意捐给国

家吗？农民答愿意！记者继续

追问，如果你有一头牛，你会捐

给国家吗？农民很干脆地拒绝

了，因为他真的有一头牛！当时

只当作一个段子一笑了之，现在

想来，还挺深刻的。

就拿反腐工作为例，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央部署了史上最持

久、最严厉、最广泛的反腐行动，

修订完善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

作条例》，大力推进巡视“打虎”

工作，一大批身居党政军要职的

高级干部因为腐败问题沦为阶

下囚，无不令人拍手称快。但

是，对广大农民朋友来说哪只

“大老虎”倒下了不是重点，他们

关注的焦点在于“我选的村干部

是不是真的为我做主了，有没有

贪污？”村里的干部是不是把原

本属于他们的征地拆迁补偿款、

强农惠农补助资金都按时足额

发到位了，这些才是他们眼中的

“那头牛”。

近日，市纪委通报了10起

农村基层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

例（详见本报 11 月 2 日 1 版报

道），这在我市广大农民朋友们

中炸开了锅，大家纷纷奔走相

告，额手称快。从通报的典型案

例中可以看到，有村干部侵占村

集体资金问题、套取惠农补贴问

题、利用职务便利承包工程谋利

问题、公款私存问题等，所有的

这些问题，都中饱了违纪村干部

的私囊，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有数据表明，在全国各地重

复访、越级访和集体访中，80%以

上来自农村基层信访；在党风廉

政类的群众来信中，90%以上反

映的是农村基层问题。有的村

资源、资产、资金管理漏洞多，存

在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贪污贿

赂等问题，出现了“村官巨贪”现

象。有的违规买卖、出租集体

土地，侵占、挪用、冒领、私分征

地拆迁补偿资金、村级公共服务

管理资金、强农惠农补助资金及

各类专项资金；有的利用村级工

程项目大肆圈钱，为自己和他人

谋取非法利益；有的违反村级事

务决策程序和村务公开规定，违

规开支非生产性资金；有的采取

拉票贿选、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

妨害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侵害村

民民主权利；有的参与黄赌毒，

甚至涉黑涉恶，成为一方“村

霸”、“地霸”，违法乱纪，影响恶

劣。什么叫老百姓满不满意。

答不答应，对于这些行为，老百

姓肯定不满意、不答应！

因此，自今年3月市委建立

农村基层作风巡查制度以来，哪

里问题突出就巡查哪里，哪里群

众信访多就巡查哪里，毫不手软

地“拍苍蝇”。“以案说法、以案明

纪、以案正风”的做法，得到了广

大农民朋友的真心拥护，可以说

是中央巡视制度在基层的深化

拓展，是农村反腐的一大利器，

更是化解基层矛盾、减少群众越

级访的有益探索。在当前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洪流中，基

层是基础也是所有工作的重点，

农村不是反腐败的死角，治理村

官腐败，必将上升到推进基层治

理法治化的高度。期待各地早

日啃下这块硬骨头，为乡土中国

迈向现代化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据统计，目前中国大约有

1.5亿个独生子女家庭（详见

本报 11 月 2 日第 3 版报道）。

1.5亿个独生子女，1.5亿个由

独生子女支撑的家庭，数以亿

计的“421”家庭结构，这样的规

模，这样的现象，过去没有，别

国没有，将来也不太可能会

有。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个

时代的特殊问题。

独生子女家庭的脆弱性与

风险度，已为这个社会所普遍

认识。第一是“失独”风险，独

生子女意外亡故，它给“421”家

庭带来的是近乎毁灭的打击。

近几年来，虽说各地民政部门

相继出台了一些扶助失独家庭

的政策，但有限的经济补助，恐

怕只是杯水车薪；第二是“失

能”风险，独生子女一旦病残或

丧失其他生存能力，别说赡养

父母，自己都离不开父母的照

料了，这种情况如同阴云笼罩

在独生子女家庭上，其幸福指

数不容乐观；第三是“失业”风

险，在就业压力不小的今天，独

生子女与其他人担负着同样的

失业风险，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社会问题。

在国家审慎放开“单独二

孩”后不久，十八届五中全会又

宣布了“全面二孩”政策，这一

政策一旦落地，必将迅速减少

独生子女家庭的数量，这对于

解决独生子女现象所引发的社

会问题，必定能够产生“釜底抽

薪”的效果。问题是，有些独生

子女家庭并没有再生一胎的意

愿，在从业竞争激烈、生育成本

高踞的情况下，有些家庭没有

条件再生一胎，由于生理的原

因，有些家庭则不可能再生一

胎，也就是说，独生子女家庭仍

将在较长时间里大量存在。因

此，独生子女的赡养问题仍将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问题。

那么，该如何解决独生子

女家庭的赡养问题呢？首先当

然是国家政策的扶助，除了全

面放开二孩政策以外，政府还

应该加强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帮

扶力度，在经济上与时间上给

予独生子女适当的倾斜，比如

一个从业的独生子女，工资福

利要高于其他人，休假时间要

多于其他人，所产生的相应赡

养成本由财政与制度负担；其

次是社会力量的协助，养老机

构要优先帮助单独老人，优惠

照顾单独老人，慈善机构要特

别关注“失独”、“失能”、“失业”

的独生子女家庭，志愿者要有

专门帮扶这些家庭的群体，给

予能力上扶持与精神上的抚

慰，相关的培训机构要重视培

养独生子女的就业技能与能

力；其三是独生子女的互助，独

生子女们要有自己的组织，研

究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

寻求相关政策的支持与社会力

量的帮助，拥有自己这一群体

的话语权；其四是单独老人的

自助，子女应该赡养老人，但养

育子女不是为了索取回报，老

人要有自立自强的自助观念。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

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曾经

为控制人口急剧膨胀、降低国

家发展风险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也正如有关专家所言，“从另

一个侧面来看，国家发展风险

的降低，由家庭发展风险的提

高作为代价”，为此作出牺牲与

奉献的正是独生子女家庭。有

效解决独生子女家庭的赡养问

题，或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与

这个社会所能给予独生子女家

庭的补偿吧。
近日，我市通报10起农村基

层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这

个通报一定会受到广大百姓的

关注。反腐败是最得民心之

举。腐败不除，就难有社会公平

正义。一个社会没有公平正义，

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成

为受害者。但人们在不少位高

权重的贪腐官员被拉下马后，也

有这样那样的担心，其中最典型

的一条就是，反腐会不会有选

择，即只抓大贪不问小贪？我市

这次通报是给广大百姓、特别是

农村基层群众吃了一颗定心丸。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

风和腐败问题，往往是对群众构

成最直接伤害的问题，群众感受

最强烈，产生的影响也最恶劣。

如果对农村基层的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不进行认真调查处理，

就意味着中央坚决惩治腐败的

决心没有落到实处。我们要打

赢反腐败这场攻坚战，最重要的

保障是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支

持，而广大人民群众就在基层。

说得好，莫如做得对。要争

取群众支持，首先要考虑群众感

受。把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不当回事，群众就会质

疑反腐是真反还是假反？是有

腐必反还是一时之反？这是事

关群众对党的信心问题，这个问

题如果得不到解决，群众就会心

如死灰。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

结果将一事无成。

客观上讲，对农村基层反腐

是有认识差异存在的。有人认为

村干部算不上什么官，权力有限，

犯不上啥大事。群众有问题反

映，一般认为是邻里、家族和宗族

矛盾，根子不在贪腐。有贪腐也

无非多吃一点，多占一点，难以上

纲上线。再则，农村基层点多面

广，各种关系很复杂，有人主观上

也有不去触碰之意。

对农村基层反腐的漠视，一

是表明对农村基层实际缺少认

识，不了解农村基层具有多重腐

败风险点。农村是资源体，有土

地、山林、水源、矿山等，别看村干

部官不大，但却拥有对这些资源

的支配权力。上级的各种补偿

款和征地拆迁款，往往也要经过

他们之手。他们的权力不可谓

不大。有权力，就有风险点。许

多村干部被查，问题就发生在用

集体资源谋私利及侵吞属于其

他村民的款项等；二是对村干部

贪腐造成的危害认识不足。村

干部的贪腐行为多数建立在坑

害大多数村民利益基础上，如克

扣扶贫款、救灾款、征地款等，性

质非常恶劣，是克扣了党和政府

对人民群众的关爱，实际是伤害

了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感情。

我市10起典型案例通报，是

提振民心，让更多民众切实感受

到反腐没有城乡之别，没有大小

之别，是朝着全覆盖、不留死角

方向努力的。这种通报，当然也

是警示，农村不是可以肆意腐败

的世外桃源，伸手同样必被捉。

去 年 ，全 国 首 例

“开瓶费”案在成都开

审，轰动一时。日前，

成都一法院又受理了

一 起 类 似 的 案 件，但

开 瓶 费 已 不 叫 开 瓶

费 ，而 叫“酒 具 清 洗

费”。

（陶小莫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