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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火灾隐患没有“旁观者”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媒体称，广州番禺城管
分局政委蔡彬及其家人拥有21处房产，
总价值超过4000万元。蔡彬在局里兼管
组织人事科，协助局长管理装备财务科。
他否认有21处房产，称“如果真有那么
多，我肯定很高兴”。（10月10日东方网）

官场各色“表哥”、“表叔”渐次亮
相，公民申请官员薪资公开被合法程序
婉拒……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不难得出：
一边是不断增长的公共监督意识，一边是
迟滞拖沓的制度革新现实，找不到出口的
监督能量定然会以“剑走偏锋”的形式探
寻官场廉洁度的真相，测测官员有无权力
作为上的不堪。譬如，查查官员名下有几

多房产，看看官员饰品总值几何……
平心而论，官员跟民众一样，有富也

有贫，即使这“21处房产”属实，只要来源
合法，也与权力无关。正如有人在微博
上表示：“早些年番禺楼房便宜，洛溪新
城房才900多元1平方米；早些年番禺公
安、城管待遇极好，许多番禺区人都买房
买铺。加之拆迁等历史原因，拥有巨量
合法房产的也不是一人两人。”

一面是公众言之凿凿的质疑，一面
是当事官员泰然自若的否认，尽管“有关
部门正在核查”，但这种对峙的状态无疑
有损公信而加速流言的发酵与传播。时
间越长，对当事人乃至监管制度带来的

“误伤”可能就越多。
其实，如果官员财产公示成为惯性

定律，只要官方认定其公示财产合理合
法，别说 21 处房产，就是 210 处，舆论及
民意也无可置喙。但问题是，监督与监
管者真能说得清数字后的真相吗？

官员财产公示1988年前即提出立法
动议，但公示义务在法律层面上至今仍无
强制规定。更令人担忧的是，媒体回访发
现，一些曾经轰轰烈烈的地方官员财产公
示试点多成了人走政息的一现昙花。

在全球近百个国家早已试水并获益
良多的背景下，推进我国官员财产公示
成了越发尴尬的现实命题。这一方面使
得反腐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也损害了官
员合法财产的清白。“21处房产”再次重
申了一个事实：只有公示制度，才能拯救
官员合法财产。

只有公示制度
才能拯救“21处房产”

□徐剑锋

【新闻背景】 9日，网友“蒙古大夫”
在我市一论坛发帖投诉奥斯卡商务楼
（原广百大楼）存在消防隐患，消防部门
立即前往核查。消防部门提醒，市民发
现消防隐患，可拨打消防部门火灾隐患
举报投诉电话96119，消防部门将派人依
法查处。（详见昨日本报A10版报道）

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在治

理火灾隐患这个问题上，消防部门责无旁
贷。但消防部门既没有千里眼、顺风耳，
也没有三头六臂,靠其“单打”成不了气候，
更需要与老百姓联合起来“群打”。

俗话说：众志成城。人民群众深度
参与、积极配合，就不愁火灾隐患消不
了，不愁消防违法行为能隐藏。从这个
意义上讲，治理火灾隐患不仅是政府行
为，还应该是公民的行动。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筑起一道“思想

的长城”,扪心自问：面对火灾隐患，有没
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没有胆小怕
事知情不报？如有，那就是还没有认识
到“治理火灾隐患，责任重于泰山”的真
正意义，应该及时纠正。只要全市上下
一条心、一个目标、一起行动，全民参
与、全力支持，利用网络、电话、媒体等
多种途径，协助公安消防部门打出实
效，治出声威，就一定能防患于未然，保
群众安居乐业，促社会安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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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荻

有网站在网友中广泛征集“国庆黄
金周关键词”，“高速免费”、“7+3＝8”
等均有众多跟帖响应，唯独不见“景区
垃圾”上榜。

长假首日，媒体便发出“升旗仪式
后，天安门广场共清出8吨生活垃圾”
的新闻。海南三亚的海滩上，赏月的游
客一夜间竟留下了50吨生活垃圾。

“素养低下”成了舆论对“劣质游客”
口诛笔伐最惯常使用的词语之一。四海
纵横的中国游客，某些人行为举止的散
漫与缺少自律，一经局部放大便荒谬地
变成了“中国游客”带有羞辱性的标签。

然而，我们似乎需要换一种眼光来
看待此类现象。

长假期间，各景区（点）人潮如涌原
本正常，管理者如对此有足够的心理与
措施准备，让游客吃喝拉撒悉有去处，
对游客令行禁止毫不含糊，并推出奖励
措施鼓励游客自清垃圾，也许就能在很
大程度上避免垃圾污染。

总之，谴责游客“素养低下”的同
时，管理者也应自省如何提升景区自身
的管理水准。

景区垃圾遍地，
仅谴责“劣质
游客”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