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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论撷英

露脸一秒，背后也许有
着几百万的广告交易。

——近日，有媒体报道，
看央视春晚直播的观众多数
大有来头，入场券由台里专人
负责发放，数量有限，发放尤
其严格，出席者“非官即富”

在机关里，每天8个小时
满负荷工作的人几乎找不到，
绝大多数人有 1/3 的时间用
于工作就足够了。把县里的
机构和人员砍一半，也不会影
响政府的正常运转，甚至可能
比砍之前运转得更好。

——知名网友、江西宜
黄公务员李昌金承认，公务
员团体存在“苦乐不均”的现
象。但他同时强调，如果以
完成的工作量和对社会的贡
献来衡量，公务员整体的待
遇并不算低

■洛浦听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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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背景】一到春运，铁
总似乎就是挨批的节奏。近日，
广州市民不满硬座票与无座票
价格相同，依据《合同法》和《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状告广深铁
路公司。据悉，广州铁路运输法
院当场立案，定于3月6日开
庭审理。该市民称，能否胜诉并
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诉讼过程
能增强公民的权利意识。（见本
报今日B06版）

站票究竟该半价还是全
价？这个问题越来越像扯皮的
事。不过，广州铁路运输法院能
当场立案，且不论案件走向，起
码有了个在法律上公开博弈的
平台，确实是值得肯定的进步。

1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
办的发布会上，有记者向铁路总
公司副总经理胡亚东提问：站票
与坐票同价，是何道理？胡表态

“没有考虑”后，给的理由是：“现
在很多城市的基础交通设施也
没有区分站坐票的制度，考虑实
施的话，技术上的操作难度也比
较大。”此后，在广东两会上，省
人大代表张燕提交了《关于降低
火车票“站票”价格的建议》，认
为火车站票定价机制既违背市
场公平原则，也属消保法中所说
的“不公平和强制交易”。这些表
态或建议，网上网下，总是一石
激起千层浪。

这些年，环顾铁路部门在
站票价格上的说法，越来越具
有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此前
说成本论，然后说操作难，现在
说基本“没有考虑”。正经八百地
说，依据《合同法》《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等的要求，站票全价确
实欠妥。至于和公交等对比，这

就实在过于滑稽了。当然，这些
是尽人皆知的道理，无甚新意。

如今的民生议题，真正的
问题不在于说什么道理，而是
道理说给谁听。

你说你的，他玩他的，就是
吹胡子瞪眼，有什么用呢？就譬
如对于此次起诉广深铁路公
司，当事人雷闯就表示：“广州
铁路运输法院能顺利立案，我
非常吃惊。胜负并不重要，我更
看重过程，希望通过该案的诉
讼，给民众一些启示，让民众能
通过正当、合法的途径维护自
己的正当权益。”

此前，有个流行的说法叫作
要打捞“沉没的声音”，后来我们
渐渐发觉，其实在利益攸关的民
生议题上，声音从来就没有“沉
没”，只是各人手里的喇叭本身
天壤有别，加上有的站在山顶拿
大喇叭发声，有的站在谷底扯
破喉咙呐喊——话语权不同，
身份地位有别，怎可能当真站
在一条起跑线上巅峰对决？

就譬如站票全价这事，争
议的、商榷的、蹚浑水的、打圆
场的……年年众声喧哗，但终
归是各开各的“发布会”，既不
能当场 PK，又不能权威裁决：
对方一句“拒绝再玩”，直接可
以将各种声音“拉黑”。

因此，“站票全价”是否要一
站到底，眼下并不取决于谁更有
道理，而是取决于这种尴尬的对
峙何时能“感天动地”，进而感化
珠帘后的制度设计。这样一想，
最关键的还是火车票定价的决
定权与监督权，能不能听得见

“声音的对决”。不然，洋洋洒洒
的舆论监督，又有多大的意义？

“站票全价”
要一站到底？

【新闻背景】去年7月，中
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全面停
止新建楼堂馆所，各级官员
严格按国家规定标准使用办
公用房。各级各地党政机关
通过迁入多家单位、为办公
室打隔断等方式进行整改。
但部分地方的整改是为了糊
弄上级，例如隔断出的接待
室仍属局长专用。（1月22日

《新京报》)
在局长的大办公室里隔

出一块来，谁会真进去办公？某
地“隔断出的接待室等，‘仍属
局长专用’”。问题就出在这儿。

一个豪奢大办公室即便
被人为隔出几个格子间，不管
是整是零，如果都仍是领导的
专享领地，这种“专属权”，恐
怕才是反腐反奢最致命的敌

人。而如何避免这种尴尬，打
破这种蛮横的专属垄断，着力
点只能前置，而不能像现在这
样，事后小修小补。

只有从根上断了超标豪
奢权力自我授权膨胀的基
因，只有所有的超标办公楼
都被扼杀在审批立项和开工
之前，才能从根本上避免现
在这种拆拆补补的尴尬反奢
形式主义。

对于建好的超标楼和办
公室，要么腾退，公开竞标，
作为社会公共资源，化官享
为民用，打破公权的专属权；
要么机构内部真正整改，打
破领导的专用权，对独享专
用施以重罚。对于还未建的，
则只有从财政公开、预算上
卡住超标违建的脖子，才能
真的“给权力涂上防腐剂戴上
金箍”，才是整治骄奢淫逸的
政风发力的本源。其实，这个
在去年两会上也有阐述。真的
政务公开、财政公开，才能带
来真的监督约束，而这是消弭
一切领导“拍脑袋”决策和个
人专属权力的最有效方药。

“官衙”治奢：隔断之余，更应打破专属权
■漫画漫话 李晓亮/文 朱慧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