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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镜

评 论

兵临

河 南 濮 阳 市 政 府 强 拆 市 场 三 次 败 诉 还 不 执
行，被批“行政违法大全”。事情被媒体报道后，濮
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召开专题会议提出整改
解 决 措 施 ，表 示“ 尊 重 并 执 行 法 院 判 决 ，提 高 依 法
行政水平”。

这是一种再熟悉不过的套路：媒体监督——事件社
会影响力剧增——公权力寻求解决方案。只是，濮阳市
委、市政府如此迅速的回应动作难免令人生疑：之前他们
都去哪儿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 2012 年强拆到 2014 年法
院异地审判，再到至今市政府败诉后既不上诉也不履行
判决，在这起违法拆迁和对抗司法的事件过程中，市委、

市政府不可能不知情，为何没有“高度重视妥善处理”？
说到底，当事件还没有扩散、不会危及政治前途，公权力
部门还自以为能够掌控的情况下，即便是外地负责审理
的司法机关，也不会被放在眼里。这正是这起违法强拆
事件一路演变至今的逻辑。

既然事情闹大了，到了不得不依法解决的地步，那么
第一时间表态是必要的。我们相信濮阳市回归法治正道
的诚意，只是“尊重判决”决非一句口头承诺，“依法行政”
的水平也不是轻易就能提高的，它需要市委、市政府的相
关领导到下属部门再到具体执法人员，都能够真心实意
地尊重司法、尊崇法治。倘若“尊重司法”只是屈于舆论
压力的宣传用语，对待司法与法治只是“口服心不服”，那
么，恐怕终有一天还会出事。

笔者做出这样的提醒并非凭空臆断。就在濮阳市回
应媒体的当天，几名被拆迁户前往市政府门前要求政府

积极履行判决被警方带走，两人还被行政拘留。警方的
处罚原因是“2016年6月20日8时许，徐庆林、何国旺等人
在濮阳市政府门口手举印有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的喷绘图，影响市政府办公秩序”。而从现场
图片看，维权的被拆迁户并没有聚众闹事，也无过激行
动，这不免让人生疑：政府违法行政还没有任何人受到责
任追究，而权利受到侵犯的公民表达诉愿则动辄被行政
处罚，说好的“官民平等”又去哪儿了？其实，被拆迁户在
市府门前表达诉愿“影响市政府办公秩序”是假，可能影
响形象才是真。

简而言之，濮阳市违法强拆事件的结局一定是朝着
恢复法治的方向，只是其能恢复到哪种程度，现在还不好
判断。对违法强拆进行法治框架下的改正、补救及责任
追究只是第一步；对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进行问责，才能真
正检验出濮阳市厉行法治的诚意。

朱恒顺

据报道，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公务员716.7万人，相对于发
达国家，我国公务员人数并不算多，但公务员结构“官与兵”比例失
调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某省科技厅，全单位82人中，没有职
务的普通公务员只有21人。

应当承认，公务员队伍“官多兵少”的问题，在一些地方和一些
单位的确是存在的。而且这一现象在中央和省级机关中相对更为
明显。不过，公务员队伍“官多兵少”现象，实际上也有理解上的问
题。虽然从级别上看，有些单位的办事员、科员的数量可能远少于
科级以上人员的数量，但依据公务员法的规定，传统上被我们认为
是“官”的巡视员、副巡视员、调研员、副调研员、主任科员、副主任
科员，都属于非领导职务，实际上并不是“官”。

如果我们将这些人员排除，绝大多数单位实际上并不存在“官
多兵少”的问题。另外根据规定，地市级不设巡视员、副巡视员职
位，县级不设调研员、副调研员职位，乡镇一级也是刚刚允许设主
任科员和副主任科员，但职数限制特别严格，因而“官多兵少”在基

层，特别是县乡两级机关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至少不如许多人想
象得那么严重。

我国公务员队伍一直没有建立系统的职务和职级并行制度，
更缺乏相应的职称体系等，对于700多万公务员来说，除了少数领
域，他们只有职务晋升（包括领导职务晋升和非领导职务晋升）这
一上升通道，而他们的工资、福利甚至住房、就医等待遇，又完全和
职务挂钩。如果职位设置不合理，公务员队伍能否吸纳和留住优
秀的人才，还真得要打一个问号。这实际上也是前些年许多地方
乡镇公务员队伍不稳定、有的职位无人报考的重要原因。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公务员队伍“官多兵少”问题，还是
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等配套制度，让公务员
能够在职务晋升之外，还有另外的上升通道。这一制度刚刚开始
在县乡两级机关实行，已经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今后应当逐步扩展
到省市级机关，让那些兢兢业业工作但没有走上领导岗位的普通
公务员，也能够享受到相应的待遇。同时，还要完善职务和职级之
间的转任机制。

如果这一制度探索成功，我们甚至可以考虑取消部分非领导
职务的设置，“官多兵少”的问题则有望进一步淡化。

新华社梁建强 魏圣曜

废轮胎、废电缆等工业废料制成“塑胶跑道”，黑作坊像一个大
垃圾场……媒体近日曝光了河北省境内的“毒跑道”生产窝点，面
对触目惊心的画面，人们不禁要问：“毒跑道”为何能一路绿灯实现
生产、销售、铺装，“跑”进校园毒害孩子？这背后形同虚设的监管
应当反思。

在操场中铺装塑胶跑道，早已成为很多学校的“标配”。然而
最近一段时间，北京、苏州、无锡、南京、成都、常州、深圳、上海等
城市先后出现“异味跑道、异味操场”，不少学生出现流鼻血、呕
吐、头晕等症状。在各方追问下，塑胶跑道国家标准太低、施工
验收走过场等方面的漏洞逐步浮出水面。而媒体对“毒跑道”生
产窝点的追踪报道，直接揭出塑料垃圾、工业废料摇身一变成为跑
道原料的事实。

塑胶跑道质量安全问题折射出监管的缺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明确规定：“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
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
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然而，一批批来源不明、品种不清，甚
至存在有毒成分的废料和橡胶垃圾，经过简单粉碎、粘合之后就成
为塑胶跑道的原料，进而被铺装到校园中，这显然属于“流失”，且
可能再次“污染环境”。如此大摇大摆的违法行为未能及时得到制
止、纠正、惩处，监管部门难辞其咎。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也明确要求，产品要有质量检
验合格证明、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而大量塑
胶跑道原料为“三无”产品，直接反映出监管缺位问题。

监管乏力自然问题丛生。一条塑胶跑道，从招标、采购、铺设、
验收到正式投入使用，涉及教育、质监、工商、环保等多个部门。多

个部门管不好一条跑道的尴尬凸显，必须切实厘清监管职责、做好
分工协作，共同织就防范“毒跑道”的监督网。

作为在全国各地推广已经十多年的技术，塑胶跑道的质量安
全监管工作不能再得过且过，更不能成为一笔职责不清、要求不明
的“糊涂账”。完善相关标准、落实法律法规、补齐工作短板，还校
园一个安全、环保、健康的环境，是相关监管部门必须补上的一课。

2.5天休假
应当宁缺毋滥

就现在来看，对“有条件”的理解
应该追求最大公约数。更重要的是，
不能忽视“小长假”的前提，无视条件
的制约而强行推广；也不能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为强行落实而编造理由。

乔杉

近日，湖北省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
和消费的实施意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实
行2.5天休假。目前仅有5个城市出台了实施细则

“尝鲜”2.5天休假，绝大多数地区尚未落地。
笔者认为，仅仅通过数字来分析落实2.5天休

假的城市数量并没有多少意义，更重要的还是分
析“小长假”的价值以及具备的条件。

去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意见，鼓励弹性
作息。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依
法优化调整夏季作息安排，为职工周五下午与周
末结合外出休闲度假创造有利条件。这被解读为
鼓励2.5天休假。可以看出，2.5天休假是存在前提
条件的，那就是“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

什么叫“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意见没有明
说，一般以为是，“确保不影响正常工作”，也就是
实行“小长假”之后，不能影响群众办事，不能出现
找不到人的情况。所以在已经出台细则的地方
大都也提出了具体措施，避免因休假影响正常工
作。比如陕西省靖边县规定，各单位各部门本着
每周 40 个小时工作时间不变的原则，实行 AB 岗
的办法，保证每个单位在周五下午有不少于一半
的人员在岗，务必满足机关正常运转和群众办事
需求。

这其实是执行细节问题。就这一点来看，很
多城市和很多单位未必符合条件。比如一些窗口
单位，即便周五下午，也会面临很多办事群众。无
论是“关门大吉”，还是轮休一部分干部职工，都可
能影响群众办事。如果为了休假而休假，没有条
件创造条件，显然是失当的。

除此之外，到底有没有其他条件，文件没有细
说，很多地方也选择性忽略了。比如民心民意的
支持问题，如果一个地方民众坚决不理解不赞成
政府部门带头休假，是否能叫“有条件”？再比如
相关制度的配合问题。如果在一个地方，除了机
关事业单位之外，大多数单位的劳动者，连双休日
和带薪休假都不能落实，面对种种休假优势叠加
到机关事业单位头上，会迎来民众怎样的目光？

推行2.5天休假，必须正视条件制约问题，正
确理解“小长假”的“有条件”。就现在来看，对“有
条件”的理解应该追求最大公约数。更重要的
是，不能忽视“小长假”的前提，无视条件的制约
而强行推广；也不能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为强行
落实而编造理由。由是而言，2.5天休假应坚持宁
缺毋滥。

地方政府“尊重判决”要口服更要心服
对违法强拆进行法治框架下的改正、补救及责任追究只是第一步；对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进行问责，

才能真正检验出濮阳市厉行法治的诚意。

上升通道单一让公务员“官多兵少”
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公务员队伍“官多兵少”问题，还是要进一步健全完

善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等配套制度，让公务员能够在职务晋升之外，还有另
外的上升通道。

“毒跑道”生产窝点被揭凸显监管形同虚设
多个部门管不好一条跑道的尴尬凸显，必须切实厘清监管职责、做好分工

协作，共同织就防范“毒跑道”的监督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