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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三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民，未经任何部

门授权审批，公然在市政府旁边又成立一个

地下市政府；不仅如此，而且还假借中央九

部委之名，私刻公章，下发红头文件，招聘公

务员，多名不明真相大学生纷纷应聘。近日，

这起由法盲自导自演的荒唐闹剧被河南省

邓州市检察院，以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

提起公诉。（详见本报今日AⅡ23版）

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可怎么也“笑”不

起来。 当这样的“山寨政府”招摇过市，真正

的人民政府去哪儿了？ 在做什么？ 是否真的

“不作为”？依法查处“山寨政府”，必须的，是

否也查一查当地的“权力生态”，我看也是必

要的。

无独有偶。还有人把自己的“办公”地点

设在司法部原办公楼内，对外自称是司法部

下设机构；全体职员身着与警服十分类似的

服装，肩章、臂章、胸徽、警号、领花等一应俱

全；除了自命为“局长”，还在单位设立“政

委”、“党组书记”等职，任命书模仿国家机关

红头文件格式……这个机构就是“中国天平

调查员管理局”，“局长”名叫章宁泉。

“山寨权力”来自何方？ 没有李逵“特

权”、“越权”，何来李鬼“山寨”、“效仿”。一些

宪法与法律授权的权力机关，在行使权力过

程中，没有做到“权为民所用”，改变了公权

力为维护和增进公益而设的权力属性，替换

了公权力有利于保障个人权利的实现和促

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之功能。 在个别地方，

“权力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污染”很严重。

或许正是不良的权力生态滋润了山寨权力。

权力“被山寨”，很大程度上缘于“权力

山寨化”。 山寨一词原代表那些占山为王的

地盘，有着不被管辖的意味。 不少合法的权

力处于“不被管辖”范围之内，不少公共部门

习惯于把自己手中权力的清白和合法性预

设为是不证自明、 不可置疑和无需追问的，

习惯于监督豁免，习惯于“自我清白假设”，

这就是“权力山寨化”。

常言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假作真时

真亦假，说白了“山寨权力”消费的是政府的

公信力。 让权力归位， 将其关进制度的笼子

里，才是对山寨权力的釜底抽薪。规范权力使

用，“晒”权力清单，尤其是简政放权……一系

列之举，旨在将权力藏污纳垢的“皮”、滋生腐

败的“皮”剥下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晒晒

更健康。 届时，山寨权力将无容身之地。

政府采购定点服务改革迈出第一步。据

财政部网站消息，财政部、中国民用航空局

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公务机票购买管理

有关事项的通知》， 规定 6月 1日起因购买

公务机票，优先购买政府采购确定的我国航

空公司的优惠机票，原则上不得购买全价机

票。 （据 4月 23日《新京报》）

面对公务出行禁令，“原则上”赫然出现

在《关于加强公务机票购买管理有关事项的

通知》，究竟是什么意思，不免引人猜疑。 在

好奇心的驱使下，查阅了几本工具书，可不

幸的是未能查到“原则上”这个词条。《新编

现代汉语词典》将“原则”一词解释为“说话

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 但依笔者理

解，“原则上” 的意思是按照原则是不可以

的，但基于某种原因，具体操作中还是可以

通融的。

一份这样的公务出行禁令，如此含糊其

辞，又如何让执行的标准和遵守的规范奉为

圭臬，尊为信条呢？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一

些禁令用语中也出现了“原则上”的提法，仔

细揣摩，这近乎一种文字游戏。 原则就是原

则，尾巴何必添个“上”字？ 其实，规定说“不

得购买全价机票”即可，如今加了“原则上”

的定语，使得公务出行禁令无形中失去了严

肃性。 结果，“原则上”极有可能成了真正的

无原则。

近年来， 白纸黑字的红头文件在强调，

原则上不准公款出国旅行，原则上不准用公

款请客送礼，原则上不准公车私用，可是实

际上常有“突破”。 这是因为，“原则上”背离

了原则，成了没有原则的禁令。 就拿公务出

行而言，一旦说是“原则上”，那么就意味着

有回旋的余地，有活动的空间，购买全价机

票可以不那么原则了，甚至可以变通、变更

甚至是变味。 由是观之，这种“原则上”的行

事方式是令人担忧的。 笔者以为，“原则上”

容易为特权留下后门，给少数别有用心之人

留下了可钻的空子，还是少用慎用为好。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表面上看，“原则

上”的用词无碍于公务出行禁令，但在实际

操作中，“原则上”极易滋生特权。“原则上”

究竟是一种什么“原则”？ 既然是规定，原则

就是原则，不能是“原则上”。 我们的制度规

定，唯有多些原则，少些“原则上”，才能更好

地自觉维护政策的统一性、 权威性和严肃

性，确保政令畅通，做到令行禁止。

公车统一喷涂标志值得推广

记者近日在湖南宜章县采访时发现，

县委书记和县长带头给公车喷涂上了“公

务用车”标志。 宜章县今年出台《宜章县超

标配备公车及公车私用专项整治工作方

案》， 为方便群众和媒体加强对公车的监

督， 全县所有公车都粘贴了醒目的公车标

志和举报电话———

对公车统一喷涂“公务用车”标志与举

报电话， 实际上就是充分发挥群众对于公

车私用行为的监督作用。 畅通了群众的监

督渠道，方便群众举报，无疑有利于通过充

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 使公车私用行为

得到有效的遏制。 而像这样有必要通过发

挥群众监督作用遏制公车私用行为的，显

然不只湖南宜章县一地。（据《甘肃日报》）

小处不可随便，小题不应大作

一则“内地儿童在香港街头小便，父母

与港人起冲突” 的新闻， 引发两地网民热

议———

近年来，随着内地游客大量赴港游览、消

费，两地民众直接接触交流增多，难免发生一

些小摩擦、不和谐。不过，小处固然不可随便，

小题也不应大作。 内地游客赴港对活络香港

经济作出重要贡献，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

是文明出游、理性消费。有些香港市民却自视

优越，戴着有色眼镜，歧视内地游客，实在有

失待客之道。 至于极少数人更将几起小摩擦

“上纲上线”为两地矛盾，借题发挥，火上浇

油，则显得别有用心。 （据《钱江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