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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康德：
老虎苍蝇一起打，只有严以

执法，才能建设法治社会。面对

政府的腐败现象要做到政务公

开 ，完 善 政 务 公 开 的 程 序 和 机

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政

务公开成为政府行政规范下的

基本准则。程序公正更是政府

实体公正的有力保障，更应加强

行政执法和建设，细化执法流程

和环节，重视社会监督。把权力

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拥拥：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

是干部。”一位村干部素质的高

低，直接关系到一个村的经济社

会发展。把村权力装进制度的

笼子，堵住了有关漏洞，“村官”

们 没 了 乱 伸 手 的 机 会 和 条 件 ，

“村官”腐败现象才能得到遏制

和杜绝。

@云：
村级权利是最贴近百姓的

权利，它直接面对的就是村民，

对村级权利监管和追责，是对群

众利益的一项保障，是对“小官

巨腐”的遏制，也是树立党员干

部形象的一个途径。

@宇：
村官是村民的父母官，权利

再小也是人民赋予的，要赢得百

姓的信任关键是走到群众中去，

了解村民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

难并加以解决，而不是拿着手中

的职权为自己谋福祉。不论是

谁、不论官职多大，凡是违法违纪

的，都能做到苍蝇老虎一起打！

@东先生：
出台违反村级权力运行规

范行为追究办法，使一些村干部

不再越红线，踏踏实实为村民谋

福利，使村集体财产真正归属村

民 所 用 ，而 不 是 某 些 村 干 部 的

“私有财产”。

@梦花雨：
农村“小微权力”，是直接关

系农村群众切身利益的权力，这

些权力的行使，如果没有明确的

“边界”和运行“规则”，就会留下

徇私的口子，群众的合法利益就

难以保障。我市对村级权力出

台追责办法，让村官的权力有了

更好的监督和制约，权力运行更

加 规 范 ，村 务 工 作 更 加 公 开 透

明，真正把“小微权力”晒在了

“阳光”下、装进了制度“笼子”，

有效防止村官的“小权力”演变

成“大腐败”。让权力在阳光下

运行，老百姓看得清楚，干部工

作得坦荡，大家心里自然就能暖

洋洋。

（记者 王鹏洲 整理）

陶山镇河沿村两名村干部，

因伙同他人将虚报误工补贴所得

12 万余元收归私囊，被纪委立案

调查，其中一人还被移送公安机

关刑事拘留。为此，我市近日出

台违反村级权力运行规范行为责

任追究办法，亮出追责这柄反腐

利器，倒逼“小微权力”在阳光下

运行（详见本报11月12日1版报

道）。

类似的“小官巨腐”在各地都

有，包括近期我省各地不断被曝

光的党员干部顶风违纪典型案

件，充分说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四风”问题树倒根在，并没有销

声匿迹。这给我们传递出一个信

号，那就是纠正“四风”问题呈现

出监督检查、定期通报、专项督查

常态化的特点。不仅仅是要“打

虎”，“拍蝇打蚊”也显得十分紧

迫，非常重要。

相比近日媒体报道的，安徽

一村党支书利用职务便利虚增安

置人口 90 人，违法获得 3180 平方

米安置房，以及之前媒体爆出北

京数十名村一级“小蝇小蚊”竟然

有数千万、上亿元地贪，陶山镇河

沿村的这个案子可谓是“小巫见

大巫”。足见“不收敛、不收手”的

腐败现象还远远没有肃清。因

此，我市对村级权力出台追责办

法，进一步强化检查监督和责任

追究，促使村务工作“权力清单”

实实在在成为村干部的“责任清

单”，显得十分必要与迫切。正如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所说，“动员千

遍，不如问责一次”。

即便权力再“小微”，只要碰

到了红线就都要追责。这是用好

的制度来管理监督党员干部，把

即使是村务小权力也关进笼子，

关进一只只无漏无缝可钻的笼

子。现在，我市规定了6种需追责

的情形，制定了村级“权力清单”

36 条及操作流程图，全面规范村

务管理和“小微”权力运行，同时

配套出台的追责办法，无疑是在

一遍遍地扎紧篱笆、筑牢笼子，把

监督执纪的触角延伸到最基层。

俗话说，小洞不补，大洞吃

苦。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基层

的小节小错，对群众有切肤之痛

的基层“苍蝇”失于监督，因而千

里之堤溃于蚁穴。尤其是农村的

一些“小官”，虽然人数不多，但权

力过度集中，有的村“两委”成员

往往是由几个人及其“小团体”担

任，容易导致侵蚀整个集体利益

的抱团式腐败。所以一直有人称

这些村官为“土皇帝”，称“小官巨

腐”式的“苍蝇”猛于“虎”。他们

握着小权力，任性得不能再任性，

必然滑向深渊。

11 日，中纪委案件审理室副

主任熊惊峰指出，通过运用监督

执纪“四种形态”，从“小节”抓起，

严明党的纪律，可以有效防止党

员干部带病往前走，防止要么是

“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现象

的出现；通过抓早抓小，防止“好

同志”变成“阶下囚”，既是对党的

事业负责，也是对广大党员干部

的关心爱护。这次我市出台“追

责办法”，也是在回归党一贯的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基本方

针，构建起“小官大监督”体系，把

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落到实处。

同时通过追责等处理，教育警示

广大农村干部规范用权，真正使

“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据《大 河 报》报 道 ，小 轩（化

名）今年 8 岁，出生时因难产导致

身体各项发育较晚，今年 9 月进入

濮阳市油田第三小学，但是在一个

多月后，就由于同学家长的联名反

对、施压，只能被迫离校在家，被指

好动影响同学。其父郭先生称已

经做康复训练，同时申请陪读，但

是家长们还是反对。对此，校方称

正在协调，至今没有结果。

类似“特殊孩子”的教育矛盾

冲突，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特殊

孩子”的家长泣血相告求救，希望

自己的孩子能和正常的孩子一样

快乐成长；其班级里的家长们则入

校阻拦，称严重影响了自己孩子的

学习，矛盾激化爆发时，或在校门

口拉横幅以示抗议，或诉诸媒体要

求主持公道，甚至组织班级的学生

集体罢课强烈反对。双方不可开

交的对峙，弄得教育部门、学校和

老师也是一筹莫展，貌似双方都有

道理，实在难以着手解决。

这些“特殊孩子”的形成，有的

出于先天的生理因素干扰，有的由

于后天家庭环境的影响。之所以

说“特殊”，是因为跟普通孩子有着

不同的表现，虽然能够与人正常交

流、具备了学习的能力，却在班级

里难以自我控制，好做小动作、说

话不着调，有时候还会坐不住、做

出怪异的表情和言行乃至暴力倾

向。这些特别的表现，有时候难免

会影响到老师的授课和同学的学

习，班里其他家长获悉后，自然也

坐不住了，无奈之下不惜以过激的

办法开展抗争。

对于这些“特殊孩子”的教育

还真陷入了两难，其家长苦苦相求

融入班级以普通的孩子来对待，而

其余家长则以妨碍孩子的学习为

由极力拦截。如今，家长们都那么

重视孩子的教育，“手心手背都是

肉”，让教育部门、学校和老师如何

抉择？况且每个孩子都有接受义

务教育的权利，而拒绝“特殊孩子”

的家长们也并非无缘无故。同时，

作为普通的学校，也没有足够的物

力财力人力为一位“特殊孩子”开

一个班，即便具备条件能开这样的

班，那家长还不一定乐意接受呢。

针对“特殊孩子”的教育困局，

各方面都要认清事实接受现实、相

互谅解相互支持。接纳“特殊孩

子”，大家多给予关爱和鼓励，让其

在班集体和同学帮助下慢慢适应，

进而改变不良行为习惯走向正常，

不仅是为人友善和包容的品质，也

是《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当然，值

得同情的“特殊孩子”家长也要面

对现状，在确保自己孩子没有严重

扰乱正常课堂教学秩序的前提下，

要求一视同仁地受教育也合情合

理合法；否则，与其劳心劳力地陪

读，或者为孩子的行动时刻担惊受

怕，还不如将孩子送到特殊教育学

校合适。

尽管“特殊孩子”的教育冲突

属于个案，但在“养一个孩子都不

容易”的背景下，彼此平心静气地

坐下来协商寻求化解路径是否更

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偶尔翻书，看到作家萧

乾 一 篇 关 于 老 北 京 的 散 文

《吆 喝》，文 中 提 到 老 北 京

胡 同 里 一 年 四 季 不 论 刮 风

下 雨 ，从 早 到 晚 叫 卖 声 不

停 ：大 清 早 卖 早 点 、卖 青

菜 、卖 花 儿 ，夜 晚 卖 汤 圆 、

卖馄饨，各类的吆喝声都能

让 人 有 着 美 好 回 忆 。 其 实

我 们 瑞 安 人 儿 时 也 有 相 同

的记忆，卖青草腐、打爆米

花等，想起来都还有唇齿留

香的感觉。然后深入一想，

这 不 是 流 动 摊 吗 ？ 在 现 在

的城市里，学校门口、菜市

场周边、公园附近⋯⋯都是

流动摊聚集的地方，而因为

流 动 摊 的 占 道 导 致 交 通 拥

堵、垃圾成堆、食品隐患等

问题，时有发生，似乎成为

了一种城市病，有人惊呼：

流动摊围城。

从 美 好 的 记 忆 演 变 成

城市病，是怎样逐渐蜕化的

呢？我想，过去让我们留住

美 好 回 忆 的 小 摊 基 本 上 都

是传统的手艺小吃，比如吹

糖人，寓色、香、味、文化、玩

具为一体，现在这类的手艺

却基本绝迹，而“地沟油”、

“三无”产品却在泛滥，存在

不少安全问题，特别是在学

校 门 口 ，此 类 产 品 以 假 当

真、以次充好，学校、家长、

学生各方对此都深恶痛绝；

其次，以前的小摊小贩真的

是在流动，在笔者的记忆里

总 是 有 人 挑 着 担 子 走 街 串

巷，吆喝的声音常常是从楼

下 传 到 耳 边 ，然 后 渐 渐 远

去，可现在的流动摊却喜欢

“扎堆”，围在一起叫卖，在

人行道上“排排站”，既阻塞

交通，又有碍市容；三是在

城市化的过程中，流动摊的

摆 放 正 在 挤 压 市 民 公 共 活

动空间，抢占地盘的行为屡

见不鲜，与民争利，这必然

会被百姓憎恨。

据有关部门统计，现在

我 们 瑞 安 城 区 内 有 流 动 摊

8000 多个，政府为了管好流

动 摊 需 要 投 入 大 量 的 公 共

资源，还需要大批管理人员

上路管理，稍一松懈，流动

摊就遍地开花。管严了，社

会 舆 论 说 是 打 压 低 收 入 人

群；管不了，社会舆论又说

污 染 市 容 。 流 动 摊 的 管 理

成了无处可以下手的刺猬，

成 了 文 明 城 市 建 设 的 一 大

难题。

大 部 分 流 动 摊 的 经 营

者，其实也是这个城市最朴

实的劳动者，并非城市文明

的 破 坏 者 。 半 夜 坚 守 在 某

个角落里的一个小面摊，会

让人感到温暖，早晨天蒙蒙

亮时拉着小推车的早点摊，

也 会 成 为 某 个 摄 影 爱 好 者

镜 头 下 让 人 感 动 的 场 景 。

勤 劳 是 流 动 摊 经 营 者 们 最

良好的品质，有时候却成了

一切问题的借口，当流动摊

贩就在我们身边泛滥，还出

售不良商品时，我们除了愤

怒外，只能要求他们自律。

希望他们能够自爱，能够诚

信经营，孔子说：民无信不

立。因自律才能自爱，因自

爱才能自尊，因自尊才能让

人尊敬，一个有良好声誉的

经营户，他的生意一定是红

火的。

作为管理者，在严厉打

击无良流动摊的同时，要做

好“ 疏 堵 结 合 ”，如 大 禹 治

水，洪水来了，筑坝堵截永

远不是最好的办法，只有疏

导，引水入海才是胜利的关

键 。 比 如 设 立 若 干 临 时 疏

导点，将农村里生产的绿色

食品集中起来销售，疏导点

的设置要进行周密勘查，考

虑到交通、安全、市容、便民

等要素，定时摆放，并由专

人 进 行 规 范 管 理 。 留 住 美

好，摈弃糟粕，双管齐下，城

市 的 自 愈 功 能 才 会 发 挥 作

用。

但愿不久的将来，流动

摊不再是城市管理的痛点，

而 成 为 我 们 人 生 中 某 个 瞬

间的美好回忆。

上海 200 亩公益林分三批被砍毁，至少 5000 棵树被砍被挖，崇

明多个部门对此含糊应对。 （陶小莫 画）

抓早抓小
把“小微权力”也关进笼子

■王国荣

流动摊，
不要再成为

城市管理之痛
■黄选坚

“特殊孩子”的教育困局
■高振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