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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都要掌握
使用要分场合

■微论撷英

那些天我听得最多的就
是“程序”，这二字在我心中
的含义已经变了。

——11月24日，在湖南
耒阳西站买票的刘丽因“涉
嫌盗窃”突然被警方带走。
在湖南被拘12天，又转至青

海接受调查。待被证实为警
方错抓人真相大白后，刘丽
直说噩梦不堪回首

以前 是 接 订 单 接 得 手
软 ，现 在 是 收 退 单 收 得
想 哭 。

——今年10月31日，中

纪委发出《关于严禁公款购
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
通知》，国内台挂历市场萎缩
大半。义乌一家小企业主
说，中央的禁令引发了台挂
历退单潮，今年至少损失上
百万元

【新闻背景】年终检查
多。对于基层政府和各单位
来说，每年的年终检查都是
必不可少的“例牌菜”。最近，
广东电白网友发帖，宣泄对“电
白中小学每学期要迎接非常多
的检查”的不满，引发连篇吐
槽。检查有多大意义？粤东一
位镇长举例，镇里根本没有财
政收入，但在人代会上作报告
时称镇级财政收入1000万元，
报告竟全票通过。（12月23日
《南方农村报》）

虚列上千万元，审查监
督者竟浑然不觉，这究竟是
姿态问题还是能力问题？也
许这只是个例，但其间折射
的“检查能力”令人咋舌。

事实上，“不待扬鞭自奋
蹄”的理想，也敌不过缺乏制
度监管的怠惰习惯。检查或
者迎检，一来可以了解情况，
二来可以督促工作，积极意
义自不待言。只是，如果纯
粹走马观花，又或者变着花
样下来呼吸新鲜空气，这样
走过场的“年终检查”，不仅
劳民伤财，反而逼着迎检单

位弄虚作假。
年底，吐槽检查评比不

约而同，起码让人反思两个
问题：一是清理整顿之效哪
儿去了？2013年是中国大刀
阔斧简政放权的一年，国务院
在年中取消了76个评比达标
表彰评估项目，就广东而言，早
在今年4月，也取消了绝大多
数的考核检查评比表彰项目。
于是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地方
基层部门还是没有在年终检
查上“减负”？为什么连个学
校也要被折腾得不能清净？
这究竟是清理整顿不到位，还
是明里暗里各有千秋？

二是不靠谱的检查评比
究竟是谁在管、有没有人在
管？譬如虚拟的1000万元财
政收入，各级迎检材料里估计
都不会少了这项，但为什么愣
是没人对之生疑、没人为之深
究？如果再换个问法，这些虚
张声势或敷衍了事的年终检
查，有没有人对它们也来个集
中检查呢？检查者不被检查，
其实就是权力者不被约束，后
果不难想。

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
果没有“好处”，为什么要轮番
在年底去检查？如果真有制
衡，为什么没人对检查行为本
身提出批判或监督？检查多
如牛毛，却连基本的问题都发
现不了。检查没能管得住奶
粉安全，检查没能看得出疫苗
风险，检查没能窥得破猫儿
腻，检查连孩子的“减负”都回
天乏力——那么，检查究竟能
查出什么？

检查监督工作成为常态，
年底基层部门就不至于跑断
腿、磨破嘴。数年前，有关部
门就针对过多过滥的检查评
比活动进行了一次重拳打击，
全国共清查各种评比达标表
彰 项 目 148405 个 ，保 留 了
4218个，总撤销率约为97％。
如此天文数字，既显示了成绩
之巨，更让民众感受到了这类
检查活动的泛滥之害。如今
观之，从规范权力运行、减轻
基层负担来看，各地年底的一
波波“检查潮”、一道道检查评
比的“例牌菜”，实在也需要好
好被检查检查了。

■洛浦听风

查查年终检查这道“例牌菜”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洛阳晚报#龙门e站#
洛阳晚报官方微博，最爱洛阳最懂你

讲方言还是说普通话，
看似是个人喜好，却也挺有
讲究：晚报报道，河南就贯
彻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法公开征集意见，规定公务
活动、公共服务、教学等场
合要讲普通话，唱戏拍电影
等可讲方言。此事引发网
友热议。

洛阳人说家乡话，特有
亲切感。@河工黄长明：我
的战友是涧西的，最喜欢听
他用普通音说“你奏那儿
吧！”普通音套洛阳词，喜感
十足，有木有？@蝶翩跹：我
不怎么会说，但总听见同事
把“人家怎样怎样”，说成“ra
怎样怎样”。

听说要规范语言，有人
很 惊 讶 。 @ly 小 菲 ：弄 啥
勒？这么一规定，有点儿不
知道咋说话了。@伊川网：
当地人不说当地话？

区分说话场合，有必要
吗？@农技推广员：讲普通
话都能听懂，都讲地方话，谁
也听不懂。@紫色蔷薇zzz：
我有个福建籍同事，听她说
话就像听外语一样，很难听
懂。@郑胖胖 1027：两者都

要掌握，使用要分场合。大
众交流，用普通话，沟通、传
播效果佳；个别圈子，用方
言，亲切、拉近距离。

“规范”两个字，说着容
易做起来难。@刚毅 de 青
松：会不会认真执行，能不能
有效执行，还真不是出台一
个规定就行的。@洛 V 阳：
规范推广普通话无可厚非，
但扼杀方言难免就是文化自
信缺失的表现了。

说到底，语言就是一个
沟通的工具。@梦回洛阳拓
颖哲：没这么死板吧？自己
人咋亲切咋来，能听懂就
好。@湖南女子学院张闻
骥：非重要场合，南腔北调更
有韵味。@阳光不琇：我的
原则是，你一频道，我一频
道；你二频道，我二频道，做
到切换自如。

（魏春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