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口公务员刘伟的2014年

纪委见小号车
就直接
掀后备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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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在成为副科级后，工
资从此前的 2400 元涨到了
2700元，这样的工资在他的同
龄人中并不算多。“这些钱是扣
除公积金之后到手里的钱，跟
一些在企业的人相比，我们这
些钱确实很少，再养孩子养家
养房子，就有些捉襟见肘。”

9年多前，在同学都在找
工作时，刘伟一直在复习准备
考公务员。社会地位高，福利
待遇好，工作稳定，节奏不快，
工作舒适，还有晋升机会……
刘伟也对成为公务员充满期
待，紧张复习后他通过了笔试、
面试成为一名公务员。“以前公
务员都愿意干，是因为工作体
面且收入稳定，养老、分房、吃
饭、用车等方面还能得到一些
方便，但是现在只剩下纯收入
了。已经被别的行业远远甩出
几条街了。”

超市中，经常有纪检部门
的人，寻找谁在用购物卡消费，
发现后便会凑上前去闲聊打
听。“去年就这么发现了一个人
收了别人送的购物卡，因为他
妈妈在消费的时候被纪检的人
看到了。”在刘伟看来，对于腐
败应该严惩，而对于应该有的
福利，在不超标准下还应有所
发放。

“现在的公务员岗位就好
像围城，没进来的还是想进来，
所以考公务员人数并没有真正
减少，但是围城内的开始想出
去了。”刘伟与妻子每月收入总
共 5000元左右，交了托儿费、
生活费、房贷、油费等后，他们
的收入所剩无几，“以前有点福
利，怎么说也能攒点钱，现在一
年能攒一万块钱就不错了。”

刘伟也常能听到同事在私
下里的抱怨，但是都在这个岗
位干了十来年，甚至更长时间，
他们早已失去了年龄优势，“到
企业人家也不会要我，那种工
作强度和节奏可能也接受不
了。”

“公务员有点像温水中的
青蛙，被短暂的安逸消磨了奋
斗的勇气，很多人就成为机关
里那些碌碌无为人中的一个。”
虽然想过变动工作，但是刘伟
仍旧没有离开，他已经失去了
变动的勇气。

（据北京晚报）

刚刚过去的春节，对于
刘伟（化名）来说有些惨淡，往
年要发的奖金不辞而别，作为福
利一部分的米面粮油也都没有出
现在办公室中。

刘伟在辽宁省营口市某机关
做了近10年公务员。在多重禁令
之下，公务员生态发生着巨大变
化，他越发感到公务员难干了。

公车几乎无人敢动、开着私
车去办公事、餐费报销必须附带
调研通知，多少让刘伟有些不
太适应。刘伟说，在一些情况
下，为了自己的前途，不得不
搭进自己的钱来维护半公
半私的关系。

在刘伟眼中，公务员
这种新的生态环境变
化还将持续下去。

初七，节后的第一个工作
日。楼道中，刘伟与熟识的同事
拜年。第一天的工作并不算忙，
工作节奏仍旧未从春节的假期中
完全恢复。“每年这个时候都得调
整调整，过年特别疲乏。”

刚过而立之年，刘伟混得不
赖，已是他所在机关行政部门的
副主任，成了一名副科级的干
部。“离开了业务部门，行政方面
琐碎的事儿就很多，文件、会议、
活动的协调都少不了我们。”

今年春节前，年轻同事间开
始讨论着年底单位是否会发一些
福利，也有人偷偷向刘伟打听着，
他每次都是轻描淡写地回复着

“该买什么就自己买吧”。
往年节前，都会根据每人年

终完成目标任务情况发第 13个
月工资作为年终奖，而今年的年
终奖还是不辞而别了。“以前遇到
个年节，都能发点福利，但是现在
什么都没有了，中秋节连个月饼
渣儿都没看到。”

在往年春节前，办公室中总
是十分热闹，取节前的福利让办
公室中充满了欢声笑语，“一会通
知去领大米，过会又通知去领豆
油，也会有购物卡，过年时都给老
人送过去，这些几乎就不用再买
了。”

今年春节前，刘伟和妻子去
超市，按照往年发的福利清单，买
了米面粮油送到了父母家，“老人
还是有这样的情结，觉着公务员
的福利就是应该好，要不干吗要
干公务员，就去私人企业了。但
是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公务员
真的没有什么福利了。”

刘伟听说，春节前单位会给
每人发一些馒头，发馒头的事情
也几乎征得了领导的同意。但是
直到腊月二十九，馒头仍旧没有
出现在刘伟的办公桌上，刘伟明
白说好的馒头也成了泡影。“在其
他委办局的朋友说，有的单位发
了馒头，也就是一个象征吧，再别
的就都不敢发了。发馒头，有的
是因为单位领导快退休了。”

刘伟所在的城市不大，
从家到单位的距离不到 4公
里。

在业务科室，每到有检查
或外出任务时，刘伟都会去车
队约车，“给车队的人扔两盒
烟，司机也就跟着去了。”

调到行政部门后，刘伟几
乎没有外出检查项目的机会，
更多的是在不同单位间协调
工作，在城区中转来转去。“就
好像去别的单位去取文件，没
法约车队的车，就开着自己的
车去。工作日，我的车很多时
间是在办公事。”

在这一年中，刘伟与许多
同事一样，几乎没有用过公
车，不论是公事还是私事。“车

队的人都愿意伺候领导，而我
们用车的话还不够跟他们说
好话的呢，索性就不用了。”

不用公车的另一个原因
则是避免找麻烦。在当地许
多政府机关的车牌号都是

“00×××”，被当地人称为小
号车，而这些小号车则成为
了纪检部门重点检查的对
象。“尤其是到了年节的时
候，纪委的人在街上遇到了
小号的车就会拦下来，直接
打开后备箱看看里面有没有
东西，有没有人送礼了。”

有时候去省城开会，刘
伟也不敢开公车参会，有时
会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往返，
对于公车私用的检查在省城

同样严格。“虽然是开会，只
要开着外地牌子的车，就有
纪检部门的人在检查。在开
会之余有可能见个朋友，或
者买点东西带回家，一旦开
公车被抓到，就说不清楚
了，因为很可能会被认定为
公车私用。”

刘伟说，对于车改或许仍
旧是领导会得到更多实惠，单
位中公车本就不多，几乎都是
领导在用。改革之后，公车仍
旧会让领导长期使用，使用公
车后，补助还可能成为领导的
一个隐性收入。不过，“车改
对于我们现在开私家车办公
事的人来说，多多少少能得到
一些补偿。”

一张会议通知送到了刘
伟的办公桌上，写明“上午 9
点区政府会议，午餐自行解
决，无车。”这样无车接送也无
午餐提供的会议在过去一年
渐渐多了起来，跟过去完全不
一样，“像这种参加会议的午
饭问题，都是我们自己花钱出
去吃，没有办法报销的。”

作为行政部门，同事在晚
上加班时，刘伟就会为同事订
加班餐，不同的是，酸奶和水
果都不会在加班餐中出现。

“这些加班餐的发票现在都不
能报销，所有的餐费发票几乎
都没有办法报销。就算我拿
着去找办公室主任，他也不敢
给签字。”

刘伟的手中攒了一摞加

班餐的发票，他的领导都承诺
找机会用其他的经费给他报
销。“都给做了登记，但是具体
什么时候报，怎么报都不知
道。”

在众多餐费中，唯一能够
报销的餐费必须要贴着调研
通知单，证明餐费是由调研等
产生的工作餐费用，这样才能
顺利通过报销的审核。

“以前，有上级单位或是
兄弟单位调研，晚上都会去当
地吃一点小吃，这样的费用都
能报销的。既为了工作应酬，
也能加深一点私人的感情。”
刘伟说，而这一年多中，调研
中的应酬减少了，但是一些于
公于私的应酬仍旧存在。“照
旧吃点小吃聊聊天，但这样的

应酬已经无法报销了，只能我
们自己掏腰包。”

在刘伟眼中，这样的应酬
于公是为了积极促成某些项
目，以求自己的工作没有白
费。“于私是想保持一种算不
上朋友的私人关系，说得直白
一点，就是为了自己的前途，
不得不搭进自己的钱来维护
这种半公半私的关系。”刘伟
说，四五百元以上的公务消费
都要用转账支票，不能用现
金，现在现金支出少了很多。
需要财政局下支付令，消费都
可以通过查询而追到。“福利
没有了，工作还是要干，外出
工作自己要解决交通和吃饭
问题。这一年多，我们都已经
适应了这样的节奏。”

现在一年
攒不下一万块钱

为了前途自掏腰包请吃饭

车改对基层干部有一定补偿

节前说好的馒头
都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