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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蝇”、“老虎”一起打，是习
近平总书记对于反腐的要求。什么时
间打苍蝇，什么时候打老虎，常态化
的反腐以什么节奏进行，本报分析中
央纪委公布案情的时间后发现，有一

定的规律可循。

“五一”假期到来之前的这个
月，中央纪委的曝光台栏目每周一公
布全国各地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典型案件，这个被外界称为“周一
见”的曝光方式，已经在 4周内公布
了 719起案件，指名道姓地通报了一
批干部。

而据本报记者统计，在党的十八
大以来的一年半时间里，落马的

省部级高官的消息有近一
半是在周末公布的，

同样有着很强
的 时 间 特

点。

中央纪委对于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的治理，正在日趋常
态化，既坚持抓节点，又快速抓事件，并逐渐将其措施制度
化。

一位长期关注反腐的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在他看来，
本届中央纪委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时间感很强”。

抓住重要节点，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引人瞩目的整风和反
腐手段。2013年，中央在重要节日连发禁令，例如中秋节狠抓
公款送月饼、大闸蟹等节礼，元旦前禁止公款订购贺年卡，春
节前禁止公款买烟花爆竹等，由于针对的是具体节点的细节，
很好地堵住了节日的不良风气。

而在今年，节点反腐依然是重要内容，区别是这次主要不
再是发禁令，而是推出了震慑力更大的“周一见”，用固定的曝
光形式形成震慑。在强世功看来，此举会让官员群体很紧张，因
为这里面的案件可谓事无巨细，谁的身边都可能发生。

中央纪委逐渐完善的网络平台，也使得节点时期的监督成为
可能。在推出针对“五一”的“纠正‘四风’监督举报直通车”
专题后，截至5月2日，中央纪委的“‘四风’问题举报窗”收到
了近2万件举报，网民手里的鼠标和手机，第一时间将那些隐藏在
各处的“四风”问题传到了这个平台上。

在此过程中，汪玉凯认为，中央纪委已经与网友之间形成了时
间上的默契。例如，在网友多种渠道的举报中，中央纪委需要在规
定时间内回复；而在公布案件时，选择特定的时间，也是为了
让网友更容易获取信息。

在日常的反腐中，中央纪委对于具体事件
的处理速度通常都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例 如 ， 在 时 任 华

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被举报后仅2天，中央纪委就发布消息称其正在接
受调查。而在有媒体爆出，河南当地基层官员拦截向巡视组反映情况
的人之后 3 天，中央纪委就在网站头条区域作出回应，打消疑虑：

“河南正抓紧办理中央第八巡视组交办应由河南办理的信访件”。
在今年3月22日，中央纪委简短地通报了时任江西省副省长姚

木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消息后，同一天，当地有媒体仍发表了姚
木根的署名文章，可见此前一天尚无明显动静。中央纪委的处理速
度可见一斑。

在竹立家看来，中央纪委当下“时间感很强”的特点，很可
能会成为其常态化的状态，作为净化风气和反对腐败措施的重要
组成。尽管过去一年多中央“反四风”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
绩，以后“四风”问题也可能会逐渐减少，但竹立家认为，需
要用常态化的决心，常抓不懈，才能稳定已有的成果。

而中央纪委的这些措施若要常态化，在受访专家看来，
制度化是必经之路。最近有出版社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廉政
新规定汇编成书，其中的规定，在专家看来，就属于这一
年多来中央反腐的制度化成果。

“下一步必须要有细化的、可操作的制度，不然无
法执行。”强世功表示，当下在整体上快速遏制腐败的
势头是对的，但一定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制度
建设。

据本报记者统计，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已有至少20余名省部级官员
落马，大多数都为舆论所高度关注。而在这些人中，有11人是周六、周

日公布的，1人是周五晚上公布的，相当于在周末“休息时间”公布的占
了总数的近一半。

“选择哪个时间点并不重要，但固定时间点之后，与老百姓之间会形
成一种默契，每到这个时间，就可以上一下中央纪委的网站，看看有没有
公布新的落马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这样
分析道。

汪玉凯认为，这一届中央纪委对于时间段肯定是有所考量的，“为什
么选择周末？可能周末大家休息、有时间，所以会有更多人关注。”

除了从统计上看倾向于在特定时间公布案件之外，中央纪委公布案件
的时效性也在一年多来大为提升。

以最近被查的谭栖伟为例。身为省部级官员——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4月 30日他参加活动的报道还见诸报端，而紧接着，中央纪委
迅速在下一个周六 （5月3日） 就公布了消息。

去年落马的原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则是在巡视组
发现线索后，由中央纪委优先办理，仅用一个月就决定立案采取调查
措施。处理的速度则更快，在廖少华被宣布调查的 10月 28日，媒体
上还有他出席活动的消息，当月31日，中央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

越来越高的时效性换来的是网民对反腐监督更为热情的参与，
据统计，开办 8 个月后，中央纪委官网共收到检举控告类举报
74049件，是网站开通前8个月的近2.5倍。

事实上，专家认为，在中央纪委官网上以相对固定的时间
点公布案件，是中央纪委自身公信力的一部分。而成立才8个
多月的中央纪委官网，也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有了时间因素
作为公信力的保障。

自从去年 9 月初中央纪委官网“五网合一”上线以
来，这一网站作为中央纪委对外发布信息的渠道，由中

央纪委查办的重大案件都是第一时间在这一网站公
布。据统计，从开通至今，由该网站第一时间发布

的接受组织调查和移送司法机关的省部级干部和
其他中管干部案件信息至少33条。而在“案件

查处”栏目中，3月 27日一天就通报了 15名
干部。

竹立家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
说，在相对固定的时间点公布并形成

习惯后，每当公布新的案件，会引
起社会更多的关注，因为老百

姓每到节点，都会主动去看
中央纪委又发布了什么

新的反腐信息。

从 4 月 7
日到 28 日，根据

中 央 纪 委 狠 抓 “ 五
一”重要节点的统一部

署，中央纪委官网连续4个周
一公布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

典型案件，通报的案件范围涉及到
全国各地。
“在周一公布的好处是，人们会在这

个时间点形成习惯，长此以往，会形成一个
注意力的节点，这对于宣传反四风和反腐败是

有好处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记
者，选择周一公布，也使人们一上班就能看到对上

周情况的总结。
“周一见”，这个因某娱乐事件而广为人知的新

词，在不经意间成为中央纪委强势“反四风”
的代名词。在受访专家看来，人们以

这个词表达了对于中央纪
委反腐败和净风气

的高期待。

尽管“周一见”所涉及的主要是作风问题，但其规
模庞大，且指名道姓，处罚方式也直接公布出来，专家
认为，其震慑作用不容小视。

在被公布的823名干部中，从其级别来看，以“苍
蝇”为主。其中厅局级9人、县处级122人、乡科级692
人，这些人所涉及到的案件，也主要是公款公车违纪、
大操大办、楼堂馆所违规等。

“无论怎么强调反腐败，都是抽象的、道德层面
的，远远比不上公布这些具体的个案意义大。”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认为，这些大
大小小的案例，使得公务员群体真切地感受到这些事情
是不能做的，至少对涉事者身边的人是种警示。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纪委官网上线8个月来，其通
报案情所构成的压力之网已越发绵密：从开始的以表格
方式通报数字，到现在具体到人；从之前的每月一通
报，到“五一”前后连续的“周一见”。

而针对节日“反四风”本身，中央的做法也在悄然
改变。仅 2013 年，中央针对节假日连发十几道禁令，
在今年，类似的方式并没有延续，而是用了更为频繁的
通报，对作风问题形成震慑。

在中央纪

委 4 月“周报”通报
的案情中，主要以“公款
旅游”、“违规使用公车”、

“大操大办”、“公款吃喝”和
“楼堂馆所违规”为主，占到了总
案件的 45.48%。事实上，自中央纪
委在官网设置“曝光台”以来，与公
款和公车相关的违纪就是占比最大的，
对此本报曾专门报道。

在对案件的处置中，有 2 人被开除公
职，都因酒后驾公车，有 86人被免职或撤职，
原因包括有多种违规行为等。

“固定时间公布对于纪委的工作也是个督促，
以往查处之后一般不马上公布，现在形成了工作惯
例，就需要一直不懈怠地进行这项工作，没有因为
替相关官员保存‘面子’而不予公布。”强世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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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近半落马“老虎”周末公布 ❸反腐既坚持抓节点又快速抓事件

4月 7 日起，在对各地违反八项规定行
为的“曝光”频率上，中央纪委由过去的
不定期通报、月报制，改成了周报制。此
后的 4 月 14 日、21 日、28 日，这一栏目都
准时与群众见面，成了名符其实的“周一
见”。

按照常理推测，之所以选择在每周一发
布，是因为中央纪委要把各地上报的违纪案
件进行汇总统计，这项工作可能会在周中到
周末完成；而在一周伊始把情况发布出来，
既可以指导各地纪委的一周工作，也可以早
早对庞大的公务员群体形成警示与震慑作
用。

不过，相较于“周一”这个具体的时间
节点分析，笔者更倾向于另一个角度理解：
中央纪委的动作变化，体现出的是党在反
腐、作风建设思路上的变化。如果说“老

虎”“苍蝇”的纷纷落马，彰显了高层反腐
的决心与力度的话，那么八项规定、节日

“禁令”、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与
作风建设有关的活动，则将这场反腐风暴引
向深入——作风，是与腐败关系最紧密的领
域。

“四风”中，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易生
腐败自不必说，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同样会
滋生腐败。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可能
带来滥用权力、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等行
为；形式主义的作风，则可能使腐败以不作
为的形式表现出来。

而中央纪委在“曝光台”制度建设上的
变化，正体现出对作风建设的全方位重视。

查看“周一见”栏目中曝光的行为，很
多人会冒出这样的想法：连这种“小事儿”
都会被中央纪委点名道姓地通报，甚至受到

撤职、降级等严厉处分？
这种想法并不奇怪。以往人们“见怪不

怪”的公车私用问题，比如开公车接送孩子
上学、拿公车给孩子办婚礼的行为，被查
了；公款给单位职工买点福利，发个月饼、
用购物卡“犒劳”一下下属，被查了；工作
日午间喝个酒，被查了；上班时用电脑浏览
购物网站被查了；办事人员对群众态度不
好，也被查了。

这些是“小事”吗？被处分的官员可能
觉得是。正因为他们觉得是小事、不值一
提，才会犯这样的错误。但这真的是小事
吗？当然不是。群众问题、作风问题从来就
无小事。一个党员的错误，影响的是群众对
党的整体观感；一件小事上的作风不正，累
积起来，在庞大的党员队伍里就成了不正之
风。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天下大事，必作于

细”，就是这个道理。
同时，中央纪委的“周一见”，更体现

出党“言出必行”、对作风问题常抓不懈的
决心。

相较于以往，这次“廉政风暴”的洗
礼，比以往更猛烈、更深刻：不仅力度大，
而且用制度给公务员群体套上了一个又一个

“紧箍咒”。
抓作风建设的意义也不止于此。在多地

的通报中，除了一般意义上的“作风”问
题，还有一些涉及到诸如公务员在行政上不
作为、在市场上乱作为，或是失职渎职、玩
忽职守等。这不仅宣告了一些官员用“懒
政”躲避“风暴”的希望之破灭，更说明了
作风建设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官员不仅
要廉政，还要勤政；不仅要约束好自身，更
要服务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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