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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不可任性》

内容概要

当前，中央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反腐，这场斗争正在悄然改变着中国的政治格局和社会思维定势。在这
样严峻的反腐形势下，对于一些涉及公权力腐败的新闻事件，公众不仅想知道事件本身，更想知道事
件背后的含义，而评论，可以引导公众对这些新闻事件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转变。
本书选编了新华社资深记者李松的100多篇评论精品，构成一部当今中国权力生态的全景图，下达基层
权力斑驳陆离之怪状，上至国家大政方针，依据大量一手材料，对丰富的信息进行综合与分析，而后
融入了作者自己的思考，选取独特的视角，加以“力透纸背”的评论，既有剑拔弩张的“抨击”，也
有“以理服人”的沉稳。
诸多评论抓住了当前公权力行使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以点带面、见微知著，读后令人极容易产生共
鸣。而且这些评论都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对政府监督的出发点是善意的、建设性的，对每篇评论涉
及的问题，都提出不少合理化建议，执政者从中可以汲取到不少执政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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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松，云南蒙自人, 2001年进入新华社工作，先后为内参编辑、新华网北京频道总监，现为《瞭望》新
闻周刊记者，尤以调查性深度报道见长。
在《瞭望》、《半月谈》、《人民日报》、《环球》等刊物发表作品数百篇，多数被《文摘报》、《
作家文摘》、《报刊文摘》、《中国剪报》、《联合早报》、《国际时报》等海内外报刊转载，多篇
入选中央党校培训教材。其作品多次获“新华社优秀新闻作品奖”，多篇产生过重大社会影响。
已出版的著作包括：《中国隐性权力调查》、《中国社会诚信危机调查》、《中国社会病》、《诚信
：中国社会的第一项修炼》、《中国一定能：用核心价值观托起未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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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未来中国的改革方向，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前提是保证对权力运行进行多种途径的
有效监督和制衡，包括人大监督、媒体监督、群众监督，等等。
警惕政令不畅“堰塞湖”现象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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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政放权要力戒“花架子” / 7
对干部调整“打招呼”说不 / 9
干部房产登记须增“后劲” / 11
乐见不得提拔“裸官” / 13
治理“裸官”须严查与严管并重 / 15
决策失误须担责 / 17
“审计风暴”需要“问责”托底 / 19
遏制干部“非必要借调”现象蔓延 / 21
长假急催公共管理到位 / 23
让“马上办”成为工作常态 / 25
用制度“办事难” / 27
对“买官者”也不能轻易放过 / 29
将“不让老实人吃亏”落到实处 / 31
对“为官不为”集体亮剑的深意 / 34
用制度唤醒“睡眠”政府网站 / 36
以反腐力度查处环境犯罪 / 38
公共权威部门应主动作为 / 40
治理“懒政”还须长效机制 / 42
该给“玩风重”的干部收收心了 / 44
“一刀切”取消大型活动要不得 / 46
别给群众乱贴“不明真相”标签 / 48
官员“风水情结”源于恋权 / 51
保护举报人须先打“内鬼” / 53
公车改革要革除“老爷作风” / 55
不能让公车拍卖成内部福利 / 57
干部档案造假源于权力任性 / 59
治理“吃空饷”要先铲除特权 / 62
“权力兼职”不能止于清理 / 65
仅谈“高薪养廉”不靠谱 / 67
应防利益集团绑架公共决策 / 69
干部选拔任用要破除“四唯”倾向 / 72
第二辑 隐秘的力量 / 77
一个社会制度健全的国家，对权力的监督应当无处不在，这样公职人员才能尽职尽责，不敢越“雷池
”半步。当然，监督背后的支撑是法制。在严格的监管和健全的法制下，即使真是“坏人”也难有机
会做成坏事，即使有些制度漏洞，也会被及时发现而弥补，这是一种隐秘的力量。
“问责倒逼”为信息公开破题 /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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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群众力量遏制奢侈浪费 / 81
反“四风”更须制度建设托底 / 84
撤销“驻省办”要借前车之鉴 / 86
期待反腐立法早日落地 / 88
公务接待新规“以严以细立威” / 90
让“全民节俭”成为社会时尚 / 92
“政绩工程”不能仅限于叫停 / 94
权力“瘦身”还要严防反弹 / 96
“小金库”治理关键在于法治 / 98
再倡“一厘钱精神” / 101
信用体系建设不能有缺位者 / 103
为“考核公务员诚信”鼓掌 / 105
慎防反浪费出现“拍皮球”效应 / 107
警惕反腐杂音干扰视听 / 109
“清卡”吹响严肃吏治集结号 / 111
筑牢拒腐防变的坚固大堤 / 113
“官员财产申报公示”须有时间表 / 115
官员主动公开财产被疏远的警示 / 117
“执法公开”还须后续发力 / 119
官员退休不等于“平安着陆” / 121
打击网络谣言的法律标尺 / 123
魏健被查折射反腐无禁区 / 125
公审薄熙来彰显法制进步 / 127
第三辑 距离的痛感 / 129
人民群众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政府对人民群众的承诺之重，不在于其宏大和严肃，用更亲和的话
语表达，说出人民群众平凡而具体的心愿，并最终得以兑现。从收入分配、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到
居住环境、空气质量⋯⋯这些细微的民生问题，只要把每一项解决好，就是兑现了政府的承诺。
不能让仇恨成为“社会病” / 131
医护人员何以频频“躺枪” / 134
医患冲突倒逼医改深化 / 136
医疗欠费须有消化机制兜底 / 138
“PM2.5挂钩升迁”重在动真格 / 140
吐槽“污染排名”的警示意义 / 142
避免公共政策成为纸上谈兵 / 144
谨防违建办公楼以烂尾收场 / 146
“官走政息”怎么治 / 148
建设法治政府仍需加力 / 152
抵制司法干预须除后顾之忧 / 154
治理“欠薪”顽疾应更有作为 / 156
清理整顿培训中心不能“烂尾” / 158
“景区开会”禁令重在细化落实 / 160
“福利之争”呼唤完善薪资体系 / 162
带薪休假不能总是“纸上权利” / 165
公共文化服务不是奢侈品 / 167
高温补贴不是“道德施舍” / 169
预决算公开还须清障 / 171
不妨把“遮羞墙”视为举报信 / 173
“奢衙门穷校舍”羞了谁 / 175
对教材出错须“零容忍” /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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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促“煤化工项目”公开透明 / 179
“沙漠排污”源于监管责任沙漠化 / 181
“昆山爆炸”让我们记住了什么 / 183
“领导重视”不能淡化事故追责 / 186
筑牢中小学生暑期安全防线 / 188
勿让民生“烂尾工程”伤了民心 / 190
立法禁止“啃老”不值得喝彩 / 192
畅通社会底层的诉求渠道 /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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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是权力失控。在一个失序社会中，无论是社会下层还是上层，甚至就是企业等行动者，都往往是
生存在一种非制度化的状态中，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社会的下层或弱势群体，其实也包括社会中的其
他人，甚至包括社会上层。
“评奖经济”须下猛药 / 209
“自揭家丑”彰显司法除腐决心 / 211
杜绝“萝卜招聘”须制度立威 / 213
政府采购要过“监督关” / 215
“福彩爽约”再敲公信力警钟 / 217
“被捐款”让慈善公益蒙羞 / 219
老人倒地不敢扶的“硬伤” /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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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浮宫假门票”的警示 / 261
文明旅游还须景区服务助力 / 263
央企高管薪酬不能自己说了算 / 265
公园私人会所要关更要问责 / 268
“会所歪风”治标更要治本 / 270
公共资源不容“私人会所”侵蚀 / 272
“申遗”成功须防过度开发 /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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