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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建楼堂馆所：

叫停建筑

更要叫停“风水”
潘旭涛 姚荣华 刘加会 王碧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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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苍生才有好“风水”

近 日 ，
“风水”越发
不甘寂寞，屡屡

上演“闹剧”———
“风水大师”王林

成为舆论披露的焦点。
他曾承诺帮原铁道部部长
刘志军在办公室放置一块靠
山石，“保其一辈子不倒”，
结果双双自身难保；山东省泰安
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听信“大
师”之言，认为自己可当副总理!但
命里缺桥，便下令将已施工的国道改
道，在水库上修起一座大桥，帮助其

“飞黄腾达”，谁料仕途断裂，跌入牢中。
“要叫停的不只是外在的楼堂馆所，更

要叫停建筑背后的风水思想。”资深媒体人
高严说，“而今，政府办公大楼正被越来越
多地融入风水因素，部分官员用权力‘造风
水’，将风水之事拖入到公共生活领域，不仅让
政府机关太奢华，更是劳民伤财的愚昧行为。”
“狮子”成群、“奇石”成林、“怪石”扎堆……在

政府办公大楼，这些景象各处可见。“可怜夜半虚
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如今，和汉文帝夜半问鬼
神之事相似，政府官员信“风水”，大有“风生水起”
之势。
“官员信仰价值的混乱与缺失，是‘风水’怪象层出不

穷的根本原因。”竹立家分析说，“部分官员‘不信马列信
鬼神’的现象，与政府本应倡导和宣扬‘无神论’、‘唯物辩
证论’的价值观形成强烈的反差，需要社会反思。”
部分官员的“风水病”，不仅折射出其理想信仰的缺

失，还有强烈的“官本位”心态。对于一些官员而言，风
水最大的功能就是保佑升官发财，而公共建筑就成为他们
寄托对官运、财运无限憧憬的载体。
内心恐惧也是官员迷信风水的原因之一。“一些贪官污

吏，因为心中有鬼，害怕犯罪事实败露，希望通过风水之术
求得神灵的保佑。”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周长城在谈到办公楼
风水怪象的原因时说。
官员在迷信风水的背后，还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一般而

言，具有“镇宅化煞”功能的“转运石”、“镇邪兽”之类的

奇石价格都非常昂贵。
据了解，仅仅磨盘大小的“泰山石”最低能卖 "#$$

元，而像“灵璧石”、“太湖石”、“五彩玉”这些高档
的“转运石”一般都能卖到五六十万元，有些甚至能卖
到上百万元的价格。

“黄金有价石无价”。因为高档奇石、
石雕等的价格具有主观、随机且无法比较
的特点，官员容易打着风水的旗号“钻
空子”，难逃公款“埋单”的嫌疑。

“在官员和商人之间，风水师有时
候仅仅是充当一个道具，在风水的遮
掩之下，隐藏着许多潜规则。”“风水
大师”密坤乾透露。如今，新型的
“风水腐败”悄然而起。

“一些官员请风水先生来看
一看，是一种跟风行为。”周长城
说，“‘风水乱象’之所以如此
猖狂，归根到底是权力没有
受到约束，制度在这些官
员的眼里就像‘橡皮泥’，
随意规避与塑造。只要
权力不受约束，豪华
办公楼还会在各地
出现，政府办公大
楼讲风水的现
象更会大行其
道。”

“从
来就没

有 什 么 救
世主%也不靠神

仙皇帝 !要创造人
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

自己。” 《国际歌》 的
歌词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

代人。那么，如何让政府办
公大楼回归办公本质，摆脱寄

托“救世主”的侥幸心理，实现
建楼不问鬼神问苍生呢？
竹立家向本报表示，“要扭转政府

建办公大楼先算风水的现象，首先要做的
是将人民的四项权利———知情权、参与权、

表达权、监督权切实赋予人民，用人民的权利
制约政府的权力。”
“因为缺少监管、权力没有约束，有的政府部门

听信风水传言。”周长城说，“这个怪圈只有
在将权利归还人民，将人民置于权利中心，对政府形
成有力监督与制约之后才能破除魔咒。”

他律很重要，但是政府的自律也不能忽视。据知
情人透露，政府要修建
办公大楼，设计、施工
招标、监理、审查、竣
工……这些程序与一般
工程建设基本一致，只
要建设部门批准，就可
以顺利进行。唯一不同
的是政府建办公楼，从
审批到建设，这一过程
完全是内部消化，如果
没有完善的行政监督体
制，而是一人独大，那
么大肆兴建楼堂馆所、
盛行看风水的现象将快
速滋生。
“行政体制改革是

必要的。办公大楼建设

从审批到动工修建，这一系列的环节都
应当‘有规可依’，无规矩不成方圆。有了严
格的‘把关人’，风水就没了立足之地。”竹立家强
调。

行政改革是“硬
办法”，“软硬兼施”
才是理想之道。“政
府和相关官员要树立
科学信仰，明白为百
姓服好务才能官运亨
通的道理。”周长城
提到，有些官员往往
在做了有愧于民的事
之后，将希望寄托于
鬼 神 之 说 ， 企 图
“克”掉罪恶。殊不
知，这样就走上了失
民心最后失官运的不
归路。

用战斗机拦路，
打造“升官发财、飞

黄
腾 达 ”
之相；用广
场、牌坊拦住
通往办公大楼的路
形成“聚宝盆”；用
奇石寓意“时 （石） 来
运转”……凡此种种都是价
值观偏离后形成的“信仰”。但
是当将这些虚无缥缈之物与实实
在在的苍生之计相比时，孰能真正驱
邪避灾，获得财政盈余，赢得仕途光
明，结果不言自明。

专家认为，政府应该通过制度建设，让
官员的“风水”好坏由人民决定，这样官员才能
问苍生不问鬼神。

制图：潘旭涛

在湖
北襄阳市卧
龙大道边上，
一个挖开的巨
大基坑，两个塔
吊矗立其中，但不
见施工机械和人员。
这里原本是襄阳市地税
局要建的综合业务大楼，
现在已经停工。襄阳市地
税局办公室主任张兴汉说，
中央下达停建新建楼堂馆所
的通知后，他们便停建了该工
程。

近日，为整治奢侈之风，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 《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
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 （简称
“通知”）。“通知”要求，&年内各级
党政机关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
建楼堂馆所；已批准但尚未开工建设的
楼堂馆所项目，一律停建。
《纽约时报》 撰文指出，“通知”比

停建大楼走得更远。以前地方官员绕开禁
令的一些做法，在此次“通知”里都禁止
了。

有评论指出，从中央政治局带头执行

“八项规定”，到此次政府从制度设计层面来整治奢侈之
风，表现出了新一届政府对停建楼堂馆所的决心。
“通知”虽严厉，但来得并不突然。早在 '月 ()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为新一届政府“约法三章”，提出新
一届政府任职期间，政府性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

月，国务院办公厅再次印发通知，对修建政府性楼堂馆
所情况开展清理检查。
“通知”至今印发已逾半月，本报调查发现，全国各

地不少拟建工程已停工。四川、云南等多个省份出台经
费管理方案，不再安排经费用于新建楼堂馆所，将财力
投向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

对此次“通知”的执行情况，有期盼的眼神，也有
疑虑的声音。毕竟“停建令”早已有之，但楼堂馆所问
题并未根治。此次中央应该如何杜绝个别地方钻空子，
走过场？
“停建楼堂馆所，关键不是靠通知喊停，而是靠制

度保障，靠惩处约束。”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
“通知”具体措施很完善，最大难题还要看政策落实情
况。在执行中绝不姑息，对违规建设楼堂馆所和豪华、
超标配置办公室行为的惩处力度，一经发现就应该开
除公职，并追究法律责任。要靠制度保障“一刀切”
贯彻落实，杜绝“偷梁换柱”，打擦边球。

楼堂馆所易于停建，楼堂馆所中包藏的风水思
想，是短时间难以叫停的，也是需要重点解决的。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董明如是分析。

一个坏人做了坏事，人们心理上容易接受。而

一个总强调自己是好人的人做了坏事，而且做

了不少，人们会觉得恶心。有些党员干部就

是后者，在他们身上处处体现了拧巴和

“悖论”。

一方面照本宣科“利为民所

谋”，“为人民服务”，却时刻想

着中饱私囊，念着仕途升

迁；一方面台上做廉政

报告，大谈拒腐防

变，背后却大

吃 大 喝 ，

衣着

奢华，公车超标甚至私用；一方面发誓信仰马列主义，为

理想信念奋斗终身，背后却信奉鬼神，敬拜“大师”；一方

面见位就占、见权就抢，“期待组织给自己压担子”，但一

出事就缩头不出，把责任推给“临时工”……

有人说，这类“矛盾体”的官员，不是个例；这种“悖

论”，群众和干部看在眼里，甚至见怪不怪。最近，“所谓

建设新区，就是政府行政中心往新区一搬”、“公共建筑

讲风水乱象”、“官员明星迷拜王林大师”等话题，就是以

上“悖论”的最新背景和佐证。

常见并不代表合理。越是对“悖论”见怪不

怪，越说明一些党员干部“心理底线”和

“形象底线”出了问题。从“心理

底线”上说，不少官

员的理想信念已经动摇；从“形象底线”上说，几颗

老鼠屎染臭一锅汤，一部分人正在影响整个党和政府

的形象。

理想信念动摇之后，“四风”自然横行，“悖论”

必然常见。形象滑坡之后，党和政府公信力极大受损。

在此背景下，整治“四风”活动在全国开展。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没有一个是与

党的宗旨匹配的，必须狠刹。

整治“四风”之外，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频出

实招狠招。如出台八项新规，狠刹吃喝风；

“老虎苍蝇一起打”，一批官员落马；

中央巡视组分赴各地，着

力发现 问

题……无不说明了中央治理“悖论”的决心。

最近，为了整治“新建楼堂馆所”问题，

国家出台治理措施，发出“一刀切”强

音，赢得广泛赞誉。当然，人们也清

晰看到：规章制度好建，理想信念

却难建；楼堂馆所好拆，各种

“悖论”却难拆。

什么时候人们对

“悖论”不再“见怪

不怪”，才说明

有 了 成

效。

打破见怪不怪的“悖论”
正 楷

“如果是‘官衙’搞得堂皇富丽，我看着不舒服。”!月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湖北武汉考察时这样说。与此同时，中央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

馆所”的通知也发布了。通知一出，百姓顿感“舒服”了许多。

其实，围绕着党政机关楼堂馆所的，一直以来有两件事情令人感觉不舒

服，一件是外在富丽奢华的气派，一件是内在对“风水”的信奉与膜拜。中央

禁令在前，欲建大楼者知难而退，纷纷取消在建或未建项目。但楼堂馆所内包

藏的“风水”思想，该如何祛除？专家认为，大楼易停，“风水”难去，还需

加强制度建设，让官员问苍生而不问鬼神，唯有如此，机关大楼“内”“外”

才能都让人看着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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