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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权力末梢“关键人”不能“挂空挡”

两会 话题

图说 两会

□据 新华社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11日举行代表团全体会议
和代表小组会议，审议最高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

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
议11日上午举行小组会议，
审议各项决议草案、讨论“两
高”工作报告，还将召开主席
会议；下午举行全国政协十二
届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新闻中心11日9时举行记
者会，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周小川等就“金融改革与发
展”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
的提问；15时举行集体采访，
邀请两位全国人大代表就“教
育改革”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
记者的提问；19时举办主题
为“强化法律监督提升司法公
信”的网络访谈，4位地方人
民检察院负责人与网民进行
在线交流。

针对“处长经济”“科长经济”现象，代表委员边数叨边建言

两会 日历
3月11日：人行行长周小川
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答记者问

一个新能源项目审批三年终流产

厅级干部有时得请处长们吃饭

县官不如“现管”官大不如“管大”

监管“关键人”不能“挂空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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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会上，一位来自东部
沿海发达省份的全国人大代
表讲了一个故事，他所在的企
业三年前准备上一个利用农
作物秸秆生产燃料乙醇的项
目，而三年多时间项目一直没
有审批下来。

据这位代表介绍，企业的
生产线都试运行成功了，但是
没有批文，还不能生产，为了
避免闲置，只能改生产别的产

品。准备了三年多，投入了四
五亿元的项目，“说废掉就废
掉了”。企业每年10万吨的
秸秆废渣，只能烧掉，能再利
用的资源也利用不了。

安徽省一家房地产公司负
责人丁明安还遇到了科长作梗
的事。企业在开发一个楼盘的
过程中，楼盘所在县区的一个
科级单位领导不兑现相关承
诺，原本没有问题的房屋预售

等常规手续，一直无法办下来，
最后公司不得不借高利贷勉强
维持，债台高筑，几近破产。

一位来自全国知名企业
的代表对记者说，一个处长、
一个科长就导致一个项目拖
很长时间，或者拖黄了的事太
多了。“我不能讲，因为我得为
有上万名职工的企业考虑。
这方面应该去调查倒闭的企
业，他们不怕说。”

傅企平代表说，县城的小
科长其实就是省里处长的翻
版。“处长经济”和“科长经济”
现象都有共性，那就是职位虽
小，但处于权力运行的关键位
置——虽不拍板，但具体经
办；虽不是一把手，但一把手
的所有指令都得靠他们执行；
虽没有进入决策核心层，但在
材料审核等方面绝对是“人

微”而“言重”。
“对有的处长、科长来说，

吃拿卡要这一套他们运用得
非常娴熟，增加了企业的成
本。‘八项规定’出台前流行送
土特产，这些土特产大多数送
给了科长、处长们。此外，节
假日带着七大姑八大姨到企
业所在地，免费旅游、免费吃
喝等都很常见。”一位来自农

村的全国人大代表说。
戴天荣代表说，都说“县

官不如‘现管’，官大不如‘管
大’”，“处长经济”“科长经
济”，表面上是“人情经济”，实
质上是制度不够完善导致的

“权力经济”。从这点来说，
我们坚决进行行政审批改
革，并且已经看到了实实在
在的成效。

在去年全国两会上，来自
北京的程京代表就曾讲过企
业研发的新产品审批被拖延
的事件。他曾激动地表示，审
批遥遥无期，可能就卡在一个
处长手里，“难道还要我们去
给他送礼”。

今年两会上，记者再次见
到了程京。他坦言，有的项
目在过处长、科长这道坎儿
时，还有些困难。“有一次，我
们跟政府谈补贴支持企业的

‘新生儿出生缺陷筛查’技
术，一位管钱的处长称，‘都
好，但是没钱’。幸好当地一
把手指定了两个市领导和一
个副秘书长来抓这个事。副
秘书长认为，这个事不是讨
论有没有钱的问题，关键是
怎么干，必须做。这样一来，
那个处长才说好吧，不再谈钱
了。”程京说。

个别处长们有时像拦路
虎，让一些级别比他们高的干

部都有所忌惮。全国人大代
表中一位来自西部的厅级干
部说：“过去，我有时也会为一
些项目请这些有行政审批权
的处长们吃饭，送点土特产搞
好关系，很无奈。”

有的代表指出，从组织结
构看，是上级领导下级。但从
权力具体运行机制来说，有时
竟然出现处长主导厅长，从而
造成政策执行在输出端梗阻
或变形，使好政策打了折扣。

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
表认为，肃风反腐正驶上高
速路，在打“老虎”的同时，千
万不能忽略了“苍蝇”。要落
实中央精神，对这些权力终
端末梢“关键人”监管不能

“挂空挡”。
不少人认为，有的部门

虽然权力很大，实际上却分
解、掌握在几个关键处室中，

具体又落到了几个“关键人”
手里，体制的漏洞需要尽快
填补。

面对当前权力下放的问
题，重庆市巫山县委书记何平
代表认为，重大项目的立项也
不能简单地一放了之，不但要
大力发展中介组织，还要建立
独立的第三方调查机构，不能
再只是行政系统内部的“让谁

上谁就上”。
有的代表建议，权力就

像一匹烈马，下放后，基层
能不能驾驭得好，必须权能
匹配、权责一致、权属清晰，
不能产生新的权力寻租。

“肃风反腐的阳光必须照到
这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知
道他们在干什么，有没有负
起责任。”

□据 新华社

“11月底已经审核回来，
今日打电话问，说是在省厅等
处长审批，那还要多久？”

“处长还没回来。”
“处长在休假。”
“处长出差了。慢慢等。”
这是网络贴吧中的一

句问话与三个回复。记者
无从知道这是哪家公司、
何种审批；有一点却很清
楚，这位处长确实了不得，

“省厅”批不批，就攥在他手
里。

两会内外，网上网下，不
止一人感慨：要想经营好企
业，首先要“经营”好部门；“经

营”好部门，必先“经营”好处
长。不少人把这种“经营”归
纳为“处长经济”“科长经济”
现象。

在“休闲经济”“网络经
济”“服务经济”新词频出的今
天，“处长经济”“科长经济”算
哪门子经济？跨过这道坎儿
究竟有多难？

□据 新华社

目前，在中国多地出现了
一种全新的养老形式——“虚
拟养老院”，它将政府与市场
结合，正在成为各地解决养老
难题的突破口。

“虚拟养老院”是政府建
立一个信息服务平台，当老
年人有服务需要时，拨打电
话给信息服务平台，信息服
务平台就会按照老年人的要
求，派服务企业员工上门为
老年人提供服务，同时对服
务质量进行监督。

“‘虚拟养老院’的居家
养老目前看是一种既经济又
方便快捷的现实养老方式。”
来自天津的全国人大代表穆
祥友说，完备的养老安排不
但体现人文关怀，更对接了
当前老龄化社会愈演愈烈的
迫切需要。

专家表示，除了“虚拟养
老院”，解决养老问题的当务
之急是进一步统筹各种养老
资源，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化
和市场化机制相结合的养老
事业发展方式，进一步建立
养老资金投入长效机制。

解决养老难题
“虚拟养老院”或成突破口

3月10日，全国人大代表、空政文工团演员王莉在北京京西
宾馆向“爱心屋”投放旧报纸。“一张纸献爱心”工程以“节俭、环
保、爱心”为理念，动员全社会通过捐献变卖废纸来救助贫困家
庭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自两会开幕以来，“一张纸献爱心”受到
代表委员的积极响应。 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 摄

积极响应“一张纸献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