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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观察人士认为，八项规定以来的官场变
化，为官员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不能天天
喝酒，身体更健康了；管住送礼之风，也就不用逢
年过节低三下四去送礼了……总之，在日渐形成的
新的政治生态中，官员们在逐渐迎接一种新的规则。

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

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
竹立家认为，习近平对于政治生态
的强调，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密切关联。因为

这一总目标意味着需
要形成一个良好

的权力运行生态，只有这样政府的社会管理才会发
挥作用。

专家们表示，进入一种政治生态，官员们会主
动按照其中的规则办事，并只有这样才会觉得得心
应手。而当下，正在形成的是官员清廉、政府廉
政、政治清明的政治生态。

事实上，得出这一结论之前，还需要正面回应
杂音。传播较多的一种论调是，有人说，高压反腐
和事无巨细的作风建设，会影响“士气”，损害官员
的积极性，甚至有极个别人传递出了“官不聊生”
的观点。

在江西省委书记强卫看来，与此相反，绝大多
数干部埋头苦干且廉洁奉公，因此更要像爱护自然
生态一样，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谢春涛则认为，部分官员在灰色收入、吃拿卡
要等基本消失之后出现心态上的不平衡可以理

解，但懒政问题并不难解决，既有来自制度上
的考核和评价，也有来自老百姓的监督。“在

新的规则形成后，大部分人会主动选择做
事”。

“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官，当以激浊
扬清为第一要义。”清代思想家顾炎
武的这句话，作为直指政治生态建设
的名言，屡被习近平引用。本届中央
领导集体履新后，采取高压态势铁腕
反腐，针对作风问题频出禁令，“激
浊”工作持续进行；而八项规定和开
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则使得

“扬清”工作不断深入。
在戴焰军看来，官员的政绩观也

是政治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
GDP 论英雄的年代，干部们为了迎
合这种要求，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
程。而如今经过了多年实践，这种现
象正在被纠正。

“形成新的政治生态，需要社会
良好的舆论氛围、人们整体较高的
认识水平和科学合理的制度。”戴焰
军表示，就目前来看，重要的还是
要健全制度，并强调制度的执行，
强化官员们的规则意识。

7月29日，周永康落马。“打虎”之夜，北
京暴雨。

有人说，这是贪官后悔的眼泪。一名官员的倒下，常使一
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落泪。“大老虎”被打背后，
则有多个地区、系统，大量家庭的哽咽。这其中，周的前秘
书、海南省前副省长冀文林二姐的哭诉，尤让人揪心不已：

“早知这样，不如当初让他种地，为啥非当官呢。”

自古以来，“当官”被视为光宗耀祖的绝佳途
径。“有人漏夜赶科举，有人辞官归故里”。“当官”
也是畏途，稍不洁身自好，轻则身败名裂，重则牢
狱之灾。如影随形的是，家族蒙羞，“二姐”落泪。

对于“二姐”的哭声，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
仲淹有一句看似不近情理却发人深省的名言：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他任宰相时，锐意改革，将
不称职官员姓名一笔划掉。同事提醒他，“十二丈

（指范仲淹，因其排行十二）则是一笔，焉知一家
哭矣！”他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意思
是，宁可让一官一家哭，也不能让一方百姓因官
吏昏庸而哭。

范仲淹还说，“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
哭”，要让一方百姓不再心寒，就不能因贪官一
家哭而心软收手。正如当下中国，铁腕反腐，
没有适可而止，也没有“名额限制”，虽让“一
家哭”，却涤清官场，民心大振，使国家民族的
未来充满希望。反之，如果纵容贪腐，今天看
似“二姐”不哭，明天却可能亡国亡党。

当然，贪官毕竟少数，贪官也非天生。相
信，在位的以及即将履新的官员，大多数勤恳
敬业，以身作则。但人是会变的，为了让他们
的“二姐”明天不流泪，我们要做些什么？

对于官员个人来说，习近平总书记有明确
要求。一则，当官就不要想着发财；二则，既
要干事，又要干净；三则，三严三实，即“既
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
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严是爱，宽是害。除了通过思想教育，让官员“不想
腐”，还要强化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使他们“不能腐”，坚持
有腐必惩、有贪必肃，让他们“不敢腐”——这些是组织和国
家的使命所在，也是当下党中央正在做的事情。

相信，能做到“三严三实”与“三不”的官员，“二姐”
明天就不会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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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生态正重塑
本报记者 刘少华 申孟哲

观察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官场，很容易发现一系列互有
关联的现象——

饭局少了，喝酒少了；公车减了，滥用少了；公款规
范了，贺卡都没了；回家时间长了，下乡时间多了；监督
多了，偷懒少了；风气更清朗了，干事氛围浓了……

这些现象可以用一个词概括，那就是“官风变了”。多
管齐下的“激浊扬清”，正在使官场呈现出风清气正的新面
貌。

“大量事实证明，一个地方的工作，成在干部作
风，败也在干部作风；一个地方的事业，兴在干部作
风，衰也在干部作风。”2012年底，履新不久的习近
平总书记在广东调研时如是指出。

如果说反腐风暴是从反面例证的角度给
予官场以强烈“震慑”的话，那么八项规定、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作风建设，就是
从正面角度给予官员群体以“约束”。

在本报记者的采访中，受访者对一
年多来官场风气的最直观感受，就是
“‘四风’刹住了”，尤其是“吃喝
风”、“奢靡和享乐之风”刹住了。

“现在谁还敢公款吃喝？在我们县
最好的酒店，有时中午只有寥寥两三桌，
不开玩笑地说，一天的收入连电费都不
够。遇到公事招待，甚至要去纪委报批。”
河北省基层公务员潘浩告诉本报记者。

重庆基层大学生村官卢云表示，据他
了解，他所在县下辖的镇中，三公经费普遍
缩减了50%-65%。

而在“车轮上的腐败”方面，潘浩告诉记者，
现在根本没人敢像以前一样开着公车去吃饭、接
送孩子、办私事。“现在大家都有车，为了这么一件小
事去冒被通报、被处分的风险，不值得。”他说。

这样的感受并非孤例。日前，中央纪委发布了截
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全国查处违反八项规定问题的汇总
表。统计数据显示，之前在通报中“表现突出”的“四
风”问题，都在不同程度地得到改善。

比如，“违规配备和使用公车”一项，在八项规定
实施以来的全国通报案例中占比达 21.2%，但到了 2014
年6月，比例已经下降至14.2%；“公款吃喝”，比例则由
3.06%降至当月的 1.51%；同样，“大操大办婚丧喜庆”
和“公款旅游”的比例也都在下降。

分析人士指出，数据的升降，反映出看得见的诸如
公车私用、公款吃喝等，都已经得到了明显改观。现在
的作风建设，正朝着“无死角”方向发展。

7月30日，在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
小组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刘云山指出，第二批教育实
践活动在整改落实、解决问题阶段，关键仍然是“具体
化”。他点名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就有群众近来反映集

中的“会所中的歪风”、培训中心的腐败、裸官、干部
“走读”、吃空饷、领导干部参加天价培训等。

受访专家指出，在扭转作风的同时，也要考虑如何
将“廉政”与“勤政”结合起来。中央党校教授戴焰军
指出，反腐败可以防止官员滥用权力，管住他们不做坏
事。之后，还要解决如何让他们积极做好事的问题。

“这需要健全干部激励机制。基层干部的工作是很辛
苦的，‘5+2’、‘白加黑’是常事，但待遇却很一般。同时，如
何在干部的考核与晋升机制中加入正面评价，让干得
多、干得好的干部更有发展前途，这是我们目前
在干部任用和选拔机制中需要研究解决的
问题。否则，就容易出现用懒政、怠政、不
作为来逃避反腐、逃避作风建设的情
况，官员心中就会出现‘干多干少一
个样’的心理。”戴焰军说。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看来，过去一
年多的官场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权力的纯洁性
和规范性大大提高了。

“干部定位应该是公仆，是有荣耀的、有
成就感的职业。选择这个职业，就应该按照职
业的要求去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央党
校教授谢春涛认为，在选择当公务员之前，尤
其是年轻人在第一次选择时就该明白，人不是
冲着发财去做官的。

事实上，对待金钱的态度和对待建功立业
的态度，在有关专家看来，是摆正官员公仆态
度的两大重要维度。

早在 1988 年，习近平在调查了闽东九县
后，就深有感触地在 《摆脱贫困》 一书中写
道：“‘熊掌和鱼不可兼得’，当干部就不要想
发财”。

在竹立家看来，官员作为个体的“发财”
念头，只能通过转换职业来完成，而非通过手
中的公权力谋取私利。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
初曾兴起过一轮官员下海潮。辞去公职的潘石
屹、冯仑、陈东升等人，在商海中沉浮 20 余
年，各自建立起了不凡的商业成就。但竹立家
等多位专家均认为，那是特定时期的现象，今
天不会再出现。

谢春涛认为，众多落马官员的教训是一个
很好的提醒，就是领导干部应该清楚官员这份
职业的边界。同商人称兄道弟、获取利益，是
以手中的权力为代价，而这份代价是沉重的。
同商人划清边界，还体现在了称呼上。今年广

东省纪委就发出了禁止党员干部称呼领导为
“老板”、“老大”，称呼下属为“哥们”、“兄
弟”等做法，认为这样有损公仆形象。

建功立业，是官员们摆正态度后的主动选
择。

卢云告诉记者，据他观察，当地的基层干
部非常注重群众口碑，如果一位干部离开乡
镇时，有许多百姓前去相送，那就是这位干
部的荣耀。“大家都真的希望为百姓做点实
事，最烦的就是放空炮的人。在一些比较穷
的地方，有可能你做出的一点改变都会影响
百姓生活。”

潘浩则认为，如他这样的公务员本来就
没车，福利也不多，改革并未使其受损，反
而带来了诸多益处。而一个更为风清气正的
官场，也使得想做事之人有了更好的平台。

“当官本来就有一种名誉上的收入。通过
为人民服务，官员可以获得大家的普遍认可
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为个人带来荣誉。”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戴焰军表示，一个合格的、
想干点儿事的官员，身处当下的官场中应该
感到庆幸，因为有了更多干实事的机会。

如果说官员自我身份的定位、认同是
一种“内在”的转换，那么一年多来的反
腐和作风建设，则正在不断地从“外在”
的方面塑造官员群体的形象。

5月，中国社科院发布《形象危机应对
研究报告 2013－2014》 蓝皮书。在蓝皮书
针对普通民众的一项“官员形象的社会态

度调查”中，数据显示，“官员形象已改
观程度”指数平均为 51.7%，表明受

访群众普遍认为官员形象有改
观；而“官员形象待改观程

度”平均为 73.2%，表明群
众认为官员形象需进一步

改善，目前仍存在较大
的改观空间。

“贪腐肯定不会带
来好的官员形象。可
以说，无论是反腐
风 暴 还 是 反 ‘ 四
风’的作风建设，
很重要的目的之一
就是重塑政府和官
员的形象。要达到
的 目 标 ， 就 是 廉
洁、高效、负责的
整体形象。这也是
公 信 力 建 设 的 一 方
面。”竹立家说。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

很多群众力挺“从严查处”。民众希望查处
什么？什么是民众对官员最不满意的问
题？蓝皮书也给出了答案，集中在官员形
象危机的 5个“风险领域”：“贪”（贪腐）、

“渎”（失职渎职）、“色”（性丑闻、强
奸）、“假”（火箭提拔、“造假造谣”等）、

“枉”（暴力执法、作风粗暴等）。
在这5个方面的风险领域中，群众最厌

恶的是“贪”和“渎”，二者在“群众对官
员负面形象的厌恶排名”中排在前两位，
分别占据了 30.7%和 24.8%的比例，可见群
众对官员的贪腐、失职渎职、不作为的行
为容忍度是最低的。

“ 我 们 以 前 说 ‘ 一 块 臭 肉 坏 了 满 锅
汤’，现在可以说，‘一个老虎坏了满锅
汤’。十八大以来的落马高官的贪腐程度、
生活腐化程度，可以说不断在刷新群众的
认知下限。这些落马官员，对公务员队
伍、对党和政府公信力的损害是巨大的。
但是经过反腐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这种现象将会逐渐改观，这是可以预期
的。”谢春涛说。

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
任唐钧指出，塑造官员新形象，就要将
亲民、惠民等展示正面形象的行为常态
化制度化，而不是简单地“作秀”或者

“危机公关”，要塑造符合民意、有能力
并且造福群众的新形象，提高群众的认
可度。

❸重塑官员队伍形象

❹形成好的政治生态

❶刹住官场不良作风

❷摆正官员公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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