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苑
“为公拖欠”

有理乎？

吕万大

一家企业拖欠外地货款上 百万元，卖方再三追要，

心急如 焚；买方却无动于衷，不以 为然。令人不胜惊讶

的是，地方官竟然振振有辞：“为公拖欠，未入私囊，有何

不可？”时下，这种“拖欠有理”的论调比较风行，令人担

忧。

正 是这种“为公拖 欠有理论，使世人产生一种变 态

心理：一些地方的领导同志认为，这种拖欠对“我”有利，

于是采取保护政 策，明里暗里给予支持，甚至暗示拖欠，

从而使这种现象演变为政府行为。因此，一些外欠累 累

的企业，仍不失为 当地先进企业。一些企业的负责人则

认 为，大 家都是社会主义企业，相互之间的业务往来都

是“公”字号的买卖，谁也 赖不 了谁的，即使赖了也 无所

谓，反正 肉烂在国家这口 大锅里。因而相互拖欠不以 为

非。正是这种观念，使“三角债”在我们的企业之间久 盛

不衰。资料表明，去年初“三角债”全国为1 200亿元。然

而经过上上下下的清欠，到 11 月底反而增加到2 000多

亿元。

正是这种“为公拖欠有理”论，掩盖着一些企业经营

管理上的许多漏洞，使一些市场滞销产品 大量生产、大

量积压。据国家统计部门分析，全国“三角债”约有 6 成

是由 产品 积压直接造成的。这就 严重地干扰 了商品 流

通秩序和生产的正 常进行，影响 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

调发展。

正 是这种“为公拖欠有理”论，模糊了一些企业的违

法违纪行为，致使政令 不畅，法纪松弛。一些企业表面

盈利，实则亏损，但照常滥发奖金、实物。

何 为“公”？《辞海》的注释则比较明确、通俗 ：属于

国 家或集体的为公。这就 是说“公”的范围应 当是相对

的。集体与个人之间，集体为“公”，个人为“私”；而国 家

与 集体之间，国 家则是“公”的代表，集体充其量只不过

是“小公”而已。那些地方领导同志所说的“公”，只不过

是本地 一家企业这个“小 公”，小 团体利益也。这种“为

公 拖欠”其实是以 自 己的利益损害他人的利益，以 小 团

体 利益损害“大公”的利益，以 局部利益损害整体的利

益。说到底，只能是缩小 了“公”字，放大了“私”字，其实

质无异于损公 肥私。

当然，“为公拖欠”是各种因素 包括改革过程中产生

的一些深层次 矛盾的综合反映。解决这个问题，需通过

深化改革，进一步打破“大锅饭”的体制，理顺财政金融、

物资流通和企业管理等体制中的各种关系。但是，不解

决一些人的思想认识问题，不清除“为公拖欠有理”论的

影响，各种改革措施也是难以 到位的。

艺苑
有感于“三分精力作决策

  七分精力抓落实”

马德勤

某市委书记在市直机关整顿动员会议上 强调：各级

领导干部要拿出“三分精力作决策，七分精力抓 落实”。

笔者听后，思绪万 千。不知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人热

衷于制度的制定，今 日 三条，明 日 两款，后天还要再补

充，不几天时间，办公室的墙上就“琳琅满目”了，且规范

的很，大有争先 气势。但深 下去看一看，则是另一番景

象：违纪问题“想下葫芦起来瓢”；工作走 两 步退三 步；

“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也屡见不鲜。究其原因，只

有一个，那就是前后脱节，即注重了规章的制定，忽视了

制度的落实。痛定思痛，只要我们各级 各部门都做到

“三分精力作决 策，七分精力抓落实”，那么，我们的工 作

就一定会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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