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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名举报的支持率如何转变为行动率
□刘义昆

中央纪委新闻发言人崔少鹏日
前明确表示，纪委提倡实名举报，凡
是实名举报的，优先办理，及时回复。
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对于中纪委提
倡 并 优 先 办 理 实 名 举 报 的 表 态 ，
58.4% 的 受 访 者 明 确 表 示 支 持 。
47.8%的受访者确信，实名举报对于
反腐败的作用很大。但落实到行动
上，只有15.8%的受访者表示，得知腐
败信息，自己一定会进行实名举报。

（ 据《 中国青年报》）
近年来，网络或微博爆料反腐

风起云涌，举报已成法治建设的一
个亮点。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
曾披露，每年查办的贪污贿赂等案
件中有七八成靠的是群众举报。为

什么公众对中纪委提倡实名举报表
态表示支持，却不太愿意在实际行
动中进行实名举报？值得反思。

许多人直言，提倡实名举报的最
好方法，就是给予实名举报人充分的
保护，让举报人有安全感。可以看出，
实名举报的支持率，之所以难以转化
为行动率，恐怕就在于“ 安全感”这
一关键问题。这并非杞人忧天：曾有
媒体评出30年来的十大举报人，这十
个人中有九个人曾遭遇打击报复。更
为悲哀的是，被举报者不仅没有得到
查处，举报信却很快到了其本人手
中。有这些前车之鉴，实名举报者会
担心报复，也就可以理解了。

大多数人之所以敢于举报腐败
问题，而且不惧报复、百折不挠，除了

自身利益受到侵害之外，主要还是出
于基本的正义感。北京大学廉政建设
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介绍，“ 在国
际社会公认反腐败做得比较好的香
港，实名举报数量占到了所有举报数
量的近70%，这得益于他们完善的实
名举报人保护制度。”基于这样的经
验，实名举报无疑应该得到推行，得
到公众支持并转化为行动。有理由相
信，只要实名举报人保护制度“ 给
力”，实名举报一定会得到公众支持。

遗憾的是，我国的举报人与证
人保护制度形同虚设。现行《 刑事诉
讼法》规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
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
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
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
处罚。”这些条文也相应存在于《 民
事诉讼法》和《 行政诉讼法》等法律
条款当中，但过于分散、过于笼统，
还不统一，并不能给举报人和证人
足够的保护。

十八大之后，中央新领导层关
于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表态已有多
次，且用词严厉。必须看到，反腐败
并不只是政府单方的问题，而是整
个社会面临的问题，这就需要整合
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等各方力
量，协调一致共同反腐。而要让越来
越多的人敢于加入到实名举报的行
列，不仅要转变人们的观念，还要从
立法层面与执法层面加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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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烨
茅台和五粮液因实施价格垄断

行为将被国家发改委合计罚款4.49
亿元人民币。其中，茅台被罚2.47
亿，五粮液则将收到2.02亿的罚单。
据了解，上述罚款金额占两家酒企
2012年销售额的1%。

（ 据中新网）
高端白酒的利润，从来是笔糊

涂账。白酒企业对此讳莫如深，普通
老百姓也只能望价心叹。茅台、五粮
液的成本究竟是多少？这些酒是通
过什么手段层层销售的？企业对这
些分销商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监管职
责？此前这一系列问题尽管也有媒
体调查，但如此庞大的“ 分包”体
系，恐怕其中隐藏的猫腻不是一日
两日能够说清。

更令人无奈的是，这两种高端
白酒早已超出了普通百姓的消费水
平，成为助长腐败的助推剂。国家发
改委在价格狂飙期并非没有作为，
但蜻蜓点水式地约谈对这些白酒企
业而言，等同于不痛不痒。让人们对
白酒控价失去耐心与信心。

许多人对国家发改委此次开出
的罚单表示“ 罚得太少”。的确，占
全年销售额1%的罚款对这两家企业
而言无异于九牛一毛，但它在一定
程度上已属开创历史，其象征意义
却值得称赞。

然而，这份罚单也带来了些许疑
问。新闻中，贵州茅台1月发布的声明
称，“ 决定取消以前违反《 反垄断法》
有关的营销政策，立即进行彻底整
改”，而五粮液当月的声明显示“ 将

进一步加强对《 反垄断法》的学习，
⋯⋯认真查找和纠正凡与《 反垄断
法》 相悖的有关文件和约定、协议
等”。似乎《 反垄断法》是今年才出台
的新规，然而事实却是该部法律早在
2008年8月1日起开始施行。从2008年
8月至今，茅台与五粮液的价格究竟
无序上涨几何，发改委的领导们可以
自行计算。缘何罚单迟迟才来？究竟
是有法不依，还是执法困难，甚或是
有更多的内幕、隐情，公众无法得知？

此外，国家出台的这部《 反垄断
法》针对的绝对不是高端白酒企业，
而是经济活动中所有的垄断行为。
在国内，存在显著垄断行为的又何
止是此次受罚的茅台和五粮液？涉
及每一个普通公民生活必需的水电
煤铁路等行业，无一不列入这张名

单之中。然而公众看到的是，这部专
门法律出台5年、实施4年来，发改委
虽屡屡约谈、甚至调查某些具体行
业大鳄的反垄断行为，但真正开出
巨额罚单的却少之又少。此间的原
因，是因为某些垄断行为不构成违
法，还是调查受阻、处罚受阻，公众
也不得而知。

在垄断行业的商品成本已经成
为一笔不清不楚的糊涂账的今天，
倘若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还是一笔
糊涂账，那就必将诱导公众的思维
走向“ 阴谋论”的方向，相关部门也
必将承受更多的质疑。在无法可依
的年代，行政不作为尚能有借口可
寻，但在今时今日却将法律束之高
阁，这既是对法律尊严的亵渎，也是
对公民权的深刻侵犯。

迟到的处罚呼唤《 反垄断法》执行加力

□苑广阔
中国人公共假期每年已有115

天，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有关媒
体在报道这一消息的时候，用了

“ 令国人自豪”的表述。然而，有多
少人自豪不知道，消息一经报道，却
引发了网友的强烈反应，或调侃，或
无奈的表达充斥着网络。这再一次
证明了那句话：理想很丰满，但现实
很骨感。更要命的是，我们有再丰满
的理想，最终却不得不面对骨感的
现实。

从数字上看，中国人每年享有
115天的假期确实不假，但是又有多
少劳动者能够把这115天的假期不
打折扣、没有水分的全部享受完？实
际上，只有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以及
部分国有企业的员工，才能“ 全额”
享受到这115天公共假期，而对于绝
大多数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
业的劳动者来说，还只能停留在画
饼充饥的阶段，可望而不可即。

因此可以说，对于在数字上已
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格外光
鲜的“ 中国式假期”，对于绝大多数
中国劳动者而言，还处在有数量没
有质量的阶段，徒有其表而无其实。
这正是该新闻报道引发网友强烈吐
糟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这些吐糟
的网友，绝大多数正是对着“ 中国式
假期”画饼充饥的普通劳动者。

既然是国家法律规定的公共假
期，为什么只有少数人能够真正享
受到而与多数人无缘？原因很简单，
对于那些身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

和大型国企的人来说，除了国家法
律法规、政策规定落实得更严格，更
规范之外，还因为他们手里捧的是

“ 金饭碗”“ 铁饭碗”，敢于向单位
主张自己的权利。但是对于民营企
业，中小微企业的劳动者而言，企业
和老板让你在公共假期加班，你却
硬要休假，那么就有被炒鱿鱼、失业
的风险。享受假期和饭碗哪个更重

要，这个账谁都会算。
因此，当劳动者不得不面对要

饭碗还是要权益的二选一难题时，
绝大多数劳动者只能选择饭碗而放
弃权益。要想让“ 中国式假期”既有
数量，又有质量，唯一的途径，就是
通过法律法规对劳动者的休假权益
保驾护航。一方面要在劳动法、企业
用工制度等相应的配套法律制度上

加以补充和完善，对于拒不执行休
假制度的单位及主要负责人明确相
应的处罚规定；另一方面，对于广大
劳动者因无法享受公共假期而引发
的劳动争议和相关维权能够提供足
够的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唯有如此，

“ 中国式假期” 才不会徒具数字上
的光鲜，而真正成为劳动者可以享
受的权利。

“ 中国式假期”既要有数量更要有质量

薛红伟 绘

背书免门票
何以一片好评
□钱夙伟

还不相信知识就是财富？“ 背
《 岳阳楼记》，领免费门票”，近万人

受惠。景区管委会表示，小长假将延
续这一政策。而且，岳阳楼正在考虑
将背诵免费登楼进行到底。

（ 据《 广州日报》）
岳阳楼景区的这一政策，因为其

崇尚文化的内涵，相比于安徽省凤阳
县明皇陵向朱姓游客、连云港花果山
风景区向属“ 猴”游客免费之类的炒
作式促销，显然有着本质的区别，也
因此，引来一片好评。

景区秀美风光给人以性情的陶
冶，但诸如《 岳阳楼记》这样的经典，
是人们更需要的文化滋养。如今文学
素养的匮乏和缺失，似有越来越严重
之势，诵读《 岳阳楼记》这样的经典，
尤其于年轻人，更是亟需的文化补
课。让人欣慰的是，不少参与背诵的
游客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文学
素养。比如很多游客并没有放弃买
票，或是在买票后将背诵获得的“ 免
费登楼纪念券”用作留念。这一活动
即使于重新点燃人们的求知求学热
情、提升人们的文学涵养，其成效也
已经显现。

据称这一活动被游客和网友关注
的热烈程度完全出乎意料，背诵免费
登楼的热切程度超出了景区预计。这
其实也反映了传统文化在人们的心
底，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传统经
典其实是我们的文化根基，正因为千
百年来奉传统经典为立生之本，五千
年的文明才得以延续、传承、发展，我
们民族才有生生不息的凝聚力。也因
此，这样的活动实在是多多益善。

谁让大气危险物
消声十年
□张永琪

京津冀地区刚曝出灰霾中被检
出大量危险物，灰霾专家吴兑延伸了
话题。他说，早在2003-2005年期间，
珠三角地区的空气环境专家就已在
当地含氮有机颗粒物中发现了危险
物，而且其更为有害。

（ 据《 新快报》）
灰霾中危险物的危害性浮出水

面，民众终于有机会知道真相。在我国，
虽然还没有权威部门对空气污染物致
人死亡的情况进行统计，但是，比我国
灰霾事件早了五六十年，曾致使800余
人丧生的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
可以作为参照。假如我国灰霾天气的
潜在危害性丝毫不比美国显在的危害
性小，这将是何等触目惊心！

既然早在2003-2005年期间，珠
三角地区的空气环境专家就在含氮
有机颗粒物中检出了更为有害的危
险物，为何此后却并没有引起足够的
重视？是空气环境专家为了政绩封锁
了消息，还是当地政府为省钱省事不
去治理灰霾天气？

灰霾有害，将这一重要信息雪藏
或截留了十年，不知情的公众成了大
气危险物的牺牲品，显然更加有害，
是公共安全事件，不能因为时间过去
了十年就可以没事。相关部门应该调
查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假如是责任心
严重丧失所致，时间过去再长也要进
行追责，不让雪藏或截留重要信息者
倒到任何便宜。只有让责任人逃不了
干系，才能赢得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