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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协调机构”糊弄了谁
何勇海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 全国一
次性减少13万余个议事协调机构， 仅湖南
就减少1.3万余个， 江苏 、 内蒙古分别减
少8472个和8081个。 “协调机构” 命名五
花八门———领导小组 、 协调小组 、 委员
会、 指挥部、 办公室； 时间自主掌控———
常设型 、 阶段型 、 临时型 ； 涵盖行业广
泛———足疗保健、 铲除豚草、 西瓜办、 馒
头办、 生猪办…… “协调机构” 过多过滥
的背后， 是对 “机构法定” 原则的漠视。
（新华网10月22日）

这类协调机构， 是指为完成某项特殊
性或临时性任务而设立的跨部门合作、 协
作机构。 为何要设立协调机构？ 一方面是
因为， 面对重要而棘手的临时性任务或突
发性事件， 其工作职责一时难以分解到单
一机构， 需要更多机构 “联合攻关”， 甚
至需要更高级别的领导 “挂帅协调”， 才
能有效完成； 另一方面， 则是为了提高各
职能部门重视程度， 防止它们互相推诿，
而把大家 “捆绑” 在一起。

由此可见， 设立 “协调机构” 的终极
目的， 是为减少层级、 协同作战、 提高效
率。 然而， 当它的设立成为应对临时性任

务、 突发性事件的 “万能钥匙” 时， 当它
成为突显 “领导重视” 的 “样板戏” 时；
当 “协调机构”越设越多，以至于领导都不
知道他们“挂帅”了多少“协调机构”时，“协
调机构”也就严重走样了。最常见的两种情
形是，它成了“纸上机构”，只知道干开会发
文的事；“协调机构”成了“空壳机构”，长期
“沉睡不醒”， 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也不终
结其使命。

尤需诟病的， 一是一些 “协调机构”
照样成为 “推诿机构”。 一些跨部门事务
貌似几个部门都在管 ， 实则几个部门都
不管 ， 尤其是在没有更高级别的领导

“挂帅” 的情况下， “协调机构” 的多头
管理往往可能沦为 “多不管理”， 降低行
政效率。 正所谓 “九龙治水水不治”。 二
是一些 “协调机构 ” 纯属因人设事 、 因
人设岗 ， 人浮于事 。 比如有的 “协调机
构 ” 在整个机构下面又分设几个协调小
组， 组长 、 常务副组长 、 副组长等一干
人赫然在列。

所有这些， 都使得一些 “协调机构”
几乎成了 “懒政机构”、 浪费纳税人钱财
的机构。 有的 “协调机构”， 比如某些地
方的 “推广足疗保健工作领导小组”、 西
瓜办、 馒头办、 生猪办等， 还成了谋取多

个部门利益的 “创收机构” ———以 “协调
机构 ” 的名义下发文件 ， 乱摊派 、 乱收
费、 乱罚款。

砍掉13万 “协调机构” 只是 “万里长
征第一步”， 最要紧的是建章立制， 从制
度上控制 “协调机构” 的总量， 比如同一
领导挂帅的 “协调机构” 不能超过多少，
省市县 （区） 各级 “协调机构” 不能超过
多少； 从制度上明确它的职责权限、 存在
时限 、 社会监督渠道 ， 以解决其运行混
乱、 职责不清、 民众难监督等问题。 若不
能从制度上制约， “协调机构” 也会陷入
“清理后再出现， 出现后再清理” 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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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评
因不满意淘宝

卖家的服务， 市民
邓先生给其差评 。
没想到的是： 他一
天竟接到了 2000
多 个 骚 扰 电 话 。
(10月22日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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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什么年代了还在搞游街示众
舒圣祥

10月17日， 湖南华容县公捕公判大会
在东山镇召开 。 会上 ， 16名犯罪嫌疑人
分别被公开拘留或公开逮捕， 8名犯罪嫌
疑人被公开宣判。 县四大家分管领导和
公、 检、 法、 司 “四长” 出席会议， 5000
多人观看了公判活动 。 据悉 ， 今年上半
年 ， 华容县信访维稳工作排在全市第一
名 ， 民调工作排在全省第29位 ， 继续保
持 “全省平安县 ” 荣誉称号 。 （新华网
10月22日）

公开拘捕公开宣判犯罪嫌疑人， 然后
让他们挂着牌子站在“囚车”上游街———这

种震慑犯罪的旧有仪式， 直到今天仍然屡
屡见诸报端， 实在是一件很令人费解的事
情。比如在湖南华容，历年来就曾多次召开
公捕公判大会，俨然已成“保留节目”。

殊不知， 早在26年前， 最高法、 最高

检和公安部就联合下发了 《关于坚决制止
将已决犯、 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 明
确指出： 将已决犯、 未决犯游街示众， 这
种做法是违法的， 在国内外造成很坏的影
响， 必须坚决制止。 如再出现这类现象，
必须坚决纠正并追究有关领导人员的责

任。 可是这么多年来， 显然并没有多少官
员因此被追责 ， 要不然像华容这样的地
方， 也不会一直保留这一 “传统”。

正在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首度以
“依法治国 ” 作为全会主题 。 各方期待 ，
在改革开放进入第36个年头的时候 ， 中
国的法治建设能够换挡提速、 转型升级。
相比之下 ， 完全出于 “人治 ” 决定的公
捕公判大会 ， 不得不说是依法治国的负
面教材。 中央在召开全会强调依法治国，
基层却在召开公捕公判大会无视法治 ，
这正印证了强调依法治国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

“国无常强， 无常弱。 奉法者强则国
强， 奉法者弱则国弱。” 基层行政官员眼
睛里倘若没有法治 ， 或者认为法治就是
“治老百姓”， 自己则不受法治的约束， 为
达政绩需要可动辄 “我就是法律”， 这是
依法治国最薄弱的环节。 要让公众相信法
律的权威， 自然不能 “法有例外”。 “不
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 ”，
才能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党的十八大提出 “科学立法、 严格执
法、 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 有学者认为，
这是新时期依法治国的 “新十六字方针”，
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衡量标准。 其中， 司
法的公正， 不仅要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
实现， 也要让正义以法定的方式实现。 不
能司法者自认为一件事情是正义的， 就可
以不受法律的约束为所欲为， 将个人意志
凌驾于法律之上。

重名路牌为何两年无人睬
邓海建

两年前 ， 媒体曾以 《重名的广场南
路， 咋就用起来了？》 为题， 报道了河南
郑州高铁东站旁的 “广场南路” 与先前官
方正式命名的其他道路重名， 显然违规一
事。 当时郑州市地名管理办公室表态进行
“集中整治”， 但2年多过去， 且郑州市人
民政府发布的正式命名通告也已半年有

余， 违规情形依旧。 （《大河报》 10月22
日）

作为城市窗口的高铁地带， 硬是出来
一条重名的马路， 这会给很多按 “名” 索
骥的市民带来不小的麻烦： 比如导航没法
选择， 快递没法投送， 周边业态也会遭遇
“名不正” 的困扰……按理说， 路名重名，
纠错就好， 但部门之间的扯皮推诿， 活生
生让 “广场南路” 成了历史难题。

来看看相关部门的说辞吧： 郑州地名
办的说只负责起名字； 郑州东站地区综合
管理办的说这非业务区域； 郑州郑东新区
管委会将之推给了交警； 郑州市交警支队
第八大队则说 “谁设置谁整改” ……看起
来人人都是责任人， 较起真来人人都无责
任。

推诿扯皮， 见怪不怪。 经济学者樊纲
曾在 《人间的 “扯皮” 与科斯定理》 中提
出 ： 我们生活中处处事事都在与人打交
道； 我们生命的一大部分就是在人与人之
间的各种 “扯皮”（被人扯和扯别人） 之中
耗掉的； 社会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 就是
消耗在扯皮之上的。 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
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和约翰·瓦利斯
曾试图测算美国经济中交易成本占资源耗

费总额的比重， 研究发现， 提供交易服务
各部门所用掉的经济资源， 在1870年占美

国国民总产值 (GNP) 的25%， 而在1970
年增长到50%以上。

当然 ， 有些交易成本没法避免 。 但
从现代治理来看 ， 就像制度经济学对
“产权明晰 ” 奉若圭臬一般 ， 权力者对
“责权利对等” 的明确， 是第一要义。 眼
下， 自上而下在止庸治懒 ， 各地也都在
晒权力清单 ， 但权力清单外的事情 ， 也
同样要紧。 就像郑州的那块路牌 ， 也许
都不在这些部门的 “清单 ” 之内 ， 但从
权力伦理出发 ， 哪家不该把这活儿揽过
去？

一块路牌， 折腾了两年还没解决， 究
竟是谁的责任呢？ 这个问题， 恐怕需要确
立 “首问负责制” 来解决。 也就是说， 尽
管按规定不是你的责任， 但民众找不到具
体责任人的时候， 相关被 “首问” 的部门
要接单， 要带着问题找下去。

让“候鸟”老人
踏实而悠闲地异地养老

王传涛

每年秋冬相交之时， 我国北方省份
有大量老人到海南过冬 ， 被称为 “候
鸟” 老人。 10月19日， 记者从三亚市异
地养老老年人协会了解到， 今年东北三
省将有20万老人奔赴三亚过冬， 其中来
自辽宁的老人要超过3万人。 目前， 沈
阳市已与海南省社保经办机构签订异地

就医结算合作协议， 沈阳参保人员在海
南省就医， 需向本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
提出异地就医结算申请， 审批后， 凭社
保卡 、 身份证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
（《沈阳晚报》 10月21日）

能够开启 “候鸟模式” 的东北老人
是幸福的。 这说明， 他们已经有条件实
现 “异地养老” 或 “旅游养老”， 对于
一些生活环境相对较差的地方尤其是一

些冬天寒冷、 空气质量差的北方城市而
言， 能够成为 “候鸟老人” 无疑是小资
而诗意的。

从本质上讲 ， “候鸟老人 ” 只是
“异地养老” 的一种。 而说到 “异地养
老”， 这在许多城市尤其是一些沿海城
市， 已经不再陌生。 应该说， “候鸟老
人 ” 的现象不只局限于东北与三亚之
间， 而是更多地出现在内陆城市与沿海

城市、 大城市与中小城镇之间的生活转
换上。

“异地养老 ” 无疑可圈可点 。 它
既是一种旅游， 能长见识， 愉悦身心，
也是一种生活态度的改变 ， 更有利养
生和身体健康 。 而且 ， 这种方式还能
帮助老年人交到更多的朋友 。 如果一
些大城市的老人选择到小地方去养老，
还有可能降低城市人口数量 ， 缓解交
通压力。

然而， 除了经济收入及房产问题之
外 ， 囿于种种现实 ， 要实现 “异地养
老”， 对我国多数地方的老人而言， 困
难非常大。 譬如， 长期以来存在的户籍
壁垒， 为养老、 医疗等诸多问题设置了
地域界限。 拿看病来讲， 农民到省城看
病， 外省人到北京看病， 能够享受的医
保报销比例就相当少。 像沈阳和三亚这
样建立 “异地医疗” 合作的案例， 并不
多见。 很多老人不愿出远门， 就是怕看
病、 养老问题在异地无法解决。 这涉及
的其实是异地福利能否得到认可的问

题。
“候鸟老人” 选择的是一种幸福的

生活模式。 如果能实现包括医疗、 养老
在内的社保福利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

“通用”， 将会有更多的老人受益。

留美名校生自杀提醒中国家长
远 方

10月15日下午，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20
岁的大二学生李阳凯 （Yangkai Li音译 ）
在校园附近跳楼身亡。 警方表示， 这显然
是一宗自杀案件。 该学生曾在美国读寄宿
高中。 寄宿高中， 收费不低， 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又是一流私立名校，这说明两点：一
是家庭经济条件好，二是本人学习优秀。然
而，根据大学提供的信息，就是这样令人羡
慕的天之骄子，在自己的社交网页上承认，
由于长期失眠和焦虑，他不得不服药，在单
调的日常生活里感受不到快乐。

另一名今年8月在加州富乐顿州立大
学 （CSU Fullerton） 跳楼自杀的留学生来
自国内的单亲家庭。 工薪阶层的母亲4年
前把儿子送到美国留学， 可是儿子却在3
年里一直不能通过英语水平考试， 因此也
无法进入大学本科。 早在一年以前， 他的
合法学生身份就已过期， 母亲无力再负担

他的的生活开销， 他本人又不愿回国， 最
终走投无路选择轻生。

这两起自杀事件虽属极端案例， 可是
反映的问题却很典型。 学业上的压力， 经
济上的压力， 还有不适应美国的生活， 当
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时， 留学生
就会受到极大的干扰， 并由此产生心理疾
病， 如抑郁症等， 极端的甚至轻生。

国内的家长对留学的期望值容易有两

种误区 ， 一是孩子在国内学习表现良好
的， 家长 “望子成龙”， 总想把自己的孩
子送进排名最靠前的学校。 二是孩子本身
学习差， 在国内无望上一本二本的， 家长
想当然地认为 “孩子只要能出去， 上了美
国大学就会变好的 ”。 通过中介的包装 ，
家长们的这些初衷也许都能达到。 但结果
也许是， 到了美国， 孩子在学校遇到了超
过自身能力的挑战， 包装出来的肥皂泡很
容易被严酷的现实戳破。

不是所有孩子都适合出国留学， 也不

是所有留学的孩子都会有所成就。 在家长
的眼里， 孩子都是 “自己的好”。 可是在
脱离父母庇护的环境下， 孩子的情商决定
了他 （她） 是否能渡过难关， 顺利适应新
的生活。 如果孩子的个性太 “宅”， 不善
交流， 再加上有颗受不了委屈和挫折、 敏
感易受伤害的 “玻璃心”， 父母则要对留
学三思而后行。

美国心理协会统计显示， 亚裔大学生
自杀念头及试图自杀的行为远比白人高。
在15至34岁的亚裔中 ， 自杀是第二大死
因， 而20至24岁的亚裔有最高的自杀率。
专家认为， 这个现象与亚裔不习惯看心理
医师， 延误了及时获得专家协助的时机有
关。 有些人缺乏处理压力的能力， 但是又
认为寻求心理帮助是件丢脸的事， 因此较
少看心理医生。 事实上， 美国大学都提供
相关的免费心理咨询， 家长要正面鼓励孩
子 ， 到大学后尽早了解学校里的相关部
门， 有需要时应该趁早利用， 不要拖延到

问题严重， 甚至发生悲剧。
在美国， 每年都有学生在功课压力下

身体和心理健康受到严重损害。 美国的家
长一般会让这样的孩子休学半年甚至一

年， 或是从压力大的名校转到压力小的普
通州立大学。 留学生往往害怕父母失望，
报喜不报忧， 有问题自己扛着。 作为家长
该有这样的意识： 与孩子的健康、 一生的
幸福快乐相比， 暂时的挫败和家长的面子
都不值一提。 所以家长要多了解国外大学
的有关规定， 在发现孩子无法正常学习下
去时， 及时调整自己的期望值， 找出可实
施的策略， 如休学和转学。

美国的学费在全世界是出了名的贵，
而中国留学生的学费已经成了很多美国大

学的一大 “财源”。 今时今日， 不要再相
信靠在餐馆端盘子可以读大学的 “神话”。
在美国大学城附近的中餐馆里， 已经很难
看到端盘子的留学生了。 没有足够财力的
家庭， 一定要量力而行。

保护女生的司法建议
不应是“耳边风”

单士兵

针对近期江苏、 浙江、 山东、 重
庆等地发生多起女大学生失踪甚至遇

害案件， 日前， 最高法表示将向相关
高校提出司法建议， 来增强女大学生
的防范意识 ， 以减少此类犯罪的发
生。 比如， 最高法有关人士建议， 年
轻女孩到外地要打开手机导航向家人

通报信息、 打车要拍照车牌号发给家
人等。 （《北京青年报》 10月22日)

所谓司法建议， 简单说， 就是人
民法院在司法活动中， 面对一些单位
在工作方法、 管理体制、 规章制度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 人民法院通过及时
提出意见或建议， 来促进这些单位加
强管理、 堵塞漏洞、 改进工作。

回到女大学生失踪案。 很多人都
为她们的失踪或遇害扼腕叹息， 对那
些罪恶的凶徒极度痛恨。 不过， 痛定
思痛， 人们也有疑问， 这些受过高等
教育的女大学生， 面对那些陌生人，
怎么就会没有起码的防范之心呢？ 为
什么轻易就失去抵抗能力了呢？ 特别
是随着一些案件细节的公布， 人们惊
讶地发现， 原来一些女大学生竟然缺
乏基本的安全常识， 缺少应该有的法
律意识。

对此， 可以哀其不幸， 但事已至
此， 也很难再去怒其不争。 不过， 对
于高校来说， 又是不能回避很多追问
的 。 比如 ， 在保障学生安全方面 ，
高校平时到底做了哪些工作 ， 有没
有相应的管理方法 ， 有没有建立相
关的规章制度 ， 有没有进行特定的
法治教育 ， 对学生出行有没有建议
跟踪机制 。 无论如何 ， 频繁发生的
女大学生失踪甚至遇害案件 ， 都以
事实说明， 高校在这方面还存在着漏
洞。

这也就是为什么最高法要向相关

高校提出司法建议的原因 。 在我看
来， 提出司法建议， 本身就是告诫与
警示 ， 也是鞭策与服务 。 对高校来
说， 接下来， 必须为防止女大学生发
生失踪或遇害这类事件承担起相应的

管理责任和教育职责。 针对最高法的
司法建议， 高校绝对不能当成 “耳旁
风 ”， 而是要在充分尊重的基础上 ，
及时进行对接呼应， 最终将相关精神
刻到学生的心中。

在法律有时都很难被信任的语

境下 ， 司法建议要刻在公民心中 ，
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事实上 ，
这些年 ， 一些机关单位对待各级法
院提出的司法建议根本不够重视 ，
法院这边的建议充满 “真情 ” ， 但
是 ， 一些被建议单位听得却没有
“心情 ”。 原因也就是司法建议没有
刚性约束 ， 属于 “建议 ” 性质 ， 很
容易遭受到一些被建议单位的 “傲
慢与偏见”， 很难落实。 这方面， 主
要就体现在一些对法律缺乏敬畏的

行政权力上。
要想让最高法的司法建议不成为

“一堆空话”， 最终真正发挥作用， 最
高法就不能只是将建议一提了之， 而
应该将发送建议和推动落实并重， 通
过各种切实有效的工作方式， 来增加
司法建议的法律约束力， 并且建立相
关落实监督机制， 完善相关管理考评
机制 ， 让这些管用又有效的司法建
议， 真正落地。

惩罚教育不是体罚和羞辱
李先梓

近日， 有学生反映， 东莞市轻工业
学校对叠被子非常看重， 如果有学生没
有把被子叠成 “豆腐块 ” 就要受到体
罚。 每天中午烈日下， 上百名学生头顶
棉被在宿舍与图书馆之间来回穿梭， 在
宿舍楼下 ， 十几个学生头顶棉被做深
蹲、 俯卧撑、 蛙跳等。 该校校长陈克虎
表示： “教育一定要有适当的惩罚， 教
育如果没有适当的惩罚就不叫教育 。”
（《广州日报》 10月22日）

关于惩罚教育， 苏联教育家马卡连
柯有过这样的著名论断： 合理的惩罚制
度不仅是合法的， 而且也是必要的……
适当的惩罚 ， 不仅是一个教育者的权
利， 也是一个教育者的义务。 看来陈校
长说的那句话， 是从马卡连柯的论断中
引申出来的， 但他的后一句 “教育如果
没有适当的惩罚就不叫教育” 显然失之
偏颇。 现代教育体系具有综合性， 强调
要因材施教， 不同的教育环节采取不同
的教育方式 ， 只要能达成教育目的就
行， 岂能非惩罚不可？

且不论该校要求学生把被子叠成

“豆腐块 ” 有着怎样重要的教育意义 ，
要求学生在烈日下头顶被子做深蹲、 俯
卧撑 、 蛙跳就明显不属于 “适当的惩

罚”， 而是更倾向于体罚了。 在惩罚教
育和体罚之间， 其实有着明确界限， 这
界限就是马卡连柯所强调的合理性和

适当性 ， 即 ， 要让学生在接受惩罚的
过程中受到深刻的教育 ， 从而更有利
于达成教育目的 。 鉴于此 ， 惩罚教育
必然不能损及学生的身心健康 ， 必然
能够触动学生的灵魂 ， 而不是让学生
在惩罚中受到身体的伤害和精神上的

屈辱。
很多人对美国前总统林肯在幼年时

所受到的惩罚教育赞叹不已： 林肯十二
岁时曾打碎别人家的玻璃， 他的老师杰
克对林肯的行为不是听之任之， 也不是
简单地指责， 而是借他15美元赔偿受害
者， 并要求林肯一年之内一定还他钱。
林肯为偿还老师的债， 拼命地打工， 最
终还清了债 。 杰克老师的惩罚非常高
明： 他让小林肯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承
担， 学会了负责。

然而， 我们的一些所谓的惩罚教育
行为， 其实就是粗暴的体罚， 甚至只要
一提惩罚教育， 立即就想到让学生做俯
卧撑和蛙跳 。 可是 ， 这样的 “惩罚教
育”， 让学生在接受惩罚的过程中心怀
怨尤和牢骚满腹， 其教育意义究竟体现
在哪里？ 教育与简单粗暴从来是不相容
的， 惩罚教育更该把握好度。

为72岁的镇党委书记点赞
张朝鸿

10月20日 、 21日 ， 央视 “新闻联
播” 栏目连续两天聚焦先进人物辈出的
“新乡现象”。 从报道中， 我意外获悉，
当了四十多年乡镇党委书记的吴金印现

在仍在担任新乡市唐庄镇党委书记。 屈
指算来， 1942年9月出生的吴金印今年
已经72岁了。

在当下官场， 作为乡镇一级正职，
一般50出头就要转赴 “二线”、 “离岗
退养 ” 了 ， 而年逾古稀的吴金印还在
“超期服役”。 从电视画面中， 我看到吴
金印依旧精神抖擞、 干劲十足， 再想一
想唐庄镇这些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
地群众对这位当家人发自肺腑的拥戴，
我不能不称赞新乡市善用、 重用 “老干
部”、 “老先进” 的做法。

由 “古稀书记” 吴金印， 笔者油然
想到了另一位 “老先进 ”、 “老典型 ”
———江苏张家港市原市委书记秦振华。
1992年初， 在当时处级干部57岁就退居
二线的背景下， 江苏省委、 苏州市委力
排争议， 破格将56岁的秦振华提拔为张
家港市委书记。 秦振华格外珍惜这难得
的人生机遇， 负重拼搏， 埋头苦干， 带
动张家港进入爆发式发展阶段， 先后夺
得34项全国先进、 37项全省先进， 激活

了苏南县域经济的 “一池春水”。 老秦
一直干到62岁才退下来， 而张家港也由
苏州的 “后进” 一跃成为名震全国的先
进典型。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明确提出， 要 “用
好各年龄段干部”。 用好各年龄段的干
部， 当前要特别注意用好年龄偏大的干
部， 不能简单地以年龄划线， 不搞任职
年龄层层递减， 不能用教条主义的 “杠
杠” 来确定干部进退。

大凡县乡机关的同志都了解， 自上
世纪90年代机构改革以来， 许多县一级
党委、 政府皆遵循一个不成文的规则：
科级干部满53岁则须让位退居二线， 实
际上就是回家赋闲， 到退休年龄时再办
正式退休手续。 这些政策大都是各地党
政命令， 实际上并没有法律依据。 倘若
新乡市机械地执行科级干部满53岁则须
让位这一 “规则”， 就不可能有后来吴
金印的 “超期服役 ” ， 也就很难出现
“唐庄巨变”； 倘若江苏省委、 苏州市委
胶着于处级干部满57岁就退居二线的
“传统做法”， 就不可能有后来秦振华六
年辉煌 “执政路”。

人才浪费是最大的浪费， 只有当年
龄不再成为选拔的标准， 才能真正用好
各个年龄段的干部。

百姓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