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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进步需要
更多的民意参与

经中央批准，中组部已委托国家统计局从2008年起
每年在全国31个省区市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事
业单位开展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中组部有关负责
人表示，要通过抽样调查听取干部群众意见建议，把选人
用人、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等重要工作放在干
部群众面前，接受干部群众的评价。

开展干部任用民意调查，在一般人感觉“神秘”的选
官治吏程序中引入更多的民意评判，显示了干部工作公
开透明的方向。民意评判从衣食住行等民生领域向政治
生活领域拓展，也预示着有序政治参与扩大的趋势。

我们能够充分地感受民众对扩大政治参与的期望
和渴求。干部任用上几乎任何一点改革，都会引起社会
的巨大关注。现实中任何一个腐败官员的落马，也无一
例外的伴随着民意的汹涌翻腾。基于这样的现实要求，
以民意为主题，以调查为手段，扩大民众在官员前途与
命运上的话语权，能够促使政府与官员行为更为主动地
向民众的意愿靠拢，对民意保持敬畏之心，从而避免权力
运行偏离其应有的轨道。

民意调查这一形式虽然起始于西方，但对中国社会
而言，它的作用的发挥，应不仅仅局限于商业的需要和民
众对日常生活的感知层面。政治实践中熟练地运用它来
进行权力与民意的对话，以及时得到干部任用和权力运行
的意见反馈，这不仅是减少施政成本的有效途径，更是提
高其公正与效率的必然要求。虽然民意调查并不总是表
现为对官员强烈的、清晰的、统一的认同，但民众的集体理
性最终会占据主流，从而形成相对客观和公正的决策参考
意见。

干部选拔任用，过去我们讲“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其中便有考虑和尊重民意的意思。但缺少科学的量
化的测量，民意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便比较模糊，很
容易被虚置。引入科学民意调查方法，并使之制度化，让
民意更加直观具体，才有可能将民意作为干部选拔任用
的重要参考。

这次大规模的民意调查样本量达8万之巨，抽样范围遍
及从乡村基层到中央各层级的干部和群众，每年一次持续进
行。并且中组部也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级组织部门不得以
任何方式干预民意调查工作的正常进行，以确保统计部门独
立完成民意调查工作。这样的设计和规定，已经清晰表明中
央对此次民意调查科学性和公正性的强烈重视。

民意调查的价值和生命力，就在于它的独立性和真
实性。确保调查的独立性和真实性，就必须在机制上有
不断完善的考虑，充分考虑民众的参与意思和接受度、调
查机构的确定、样本的选取、过程和结果的公开等每一个
程序和细节，避免任何形式主义，避免任何信息的垄断，
避免任何力量操纵，避免任何利益关联。只有这样，民意

才能在政治行政领域里有更充
分的表达，民意对权力的监督才
能稳稳当当地落到实处。

李琼

畸形的培训

新员工入职培训课上，8 个大学
毕业生为了证明自己也能放下面子，
便排成一排，在台上互钻胯下——近
日，乐山某医药公司的一名新员工在
网上发帖讲述了自己在该公司培训
课上的所见所闻。该公司这种培训
员工的方式立即引起网友们的讨论，
多数网友认为涉嫌侮辱人格。对此，
该公司董事长称自己是在用亲身经

历教育员工，“受得屈中屈，方为人上
人”。 (7月14日《成都商报》)

有些公司培训员工越来越不像
话，不是从正统的道德、伦理、人格、
尊严上去培训员工的基本素质，而是
从侵犯人格、尊严上去“虐待培训”，
表面上看是为了“培训容忍”，实际上
是把职工培训成“奴隶”，旨在更好地

“欺压员工”。只可惜时代不同了，在

法制不断健全、人格尊严受法律保
护的今天，谁要进行“奴隶主的专
制”，谁就要成为法律的牺牲品。
我国法律明文规定，公民的人身权
利、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任何虐
待、践踏人格尊严的行为都要受到
法律的制裁。让员工互钻胯下，明
摆着是拿员工的人格尊严不当干
粮，员工“服从”了，并不是不知道
依法保护自己，而是就业艰难选择
了“忍辱负重”罢了。

公司的生机活力来自于公司
的人性化管理，只有为员工着想，
才有员工为公司着想，两者是相
辅相成的关系。公司领导与员工

离心离德，根本就发挥不出员工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反而滋生
出懈怠、厌倦和忽悠来。由此看来
让员工“钻胯培训”，实际上就是挖
公司的墙角。

切记，没有员工的尊严，就没有公
司的尊严和灿烂的明天。

文 郑家侠 图 张兮兮

错时上下班能否全国推广
1986年，中国曾为了节电在全国

范围推行夏令时，但6年后却不得不
取消。这并非夏令时的构想不合理，
而是一些方面考虑不够周详，某些配
套措施跟不上，如交通时刻表调整能
力差导致时间转换时频发混乱，全国
实行统一时间未顾及5个时区的差异
和南北的巨大温差，以及当时生活水
平低下、家庭普遍没有空调，在炎炎
夏日无法按设计者的初衷“早睡早
起”等等。

由此可见，一个好的构想和政
策，能否得到贯彻和推广，所考验的
并非仅仅是该构想本身，而是多层
次、多侧面的综合性考量。

7月13 日，北京市宣布自7月20
日至 9 月 20 日期间实行“错时上下
班”，不同单位的上下班时间不再安
排在统一时间段，而是刻意错开，避
免“撞车”。显然，这种安排是为了缓
解奥运期间北京市早晚上下班高峰

期的交通压力，确保城市道路的通
畅，减少交通拥堵，是很有意义的一
种尝试。

由于城市人口的上升、车辆总数
的不断膨胀，给中国许多大城市的交
通构成越来越大的压力。“错时上下
班”的措施虽是针对奥运的临时性安
排，但堵车成患的现象，显然绝非北
京独有，更绝非奥运期间才有，如能
在平时、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普遍推
广，将是一件几全其美、大家方便的
好事。就拿上海来说，无论是人口、
车辆密度，还是当前城市交通面临的
压力，都与北京有相似之处，且世博
会举办在即，届时，北京所遇到的困
难，上海恐怕一样也不少，而如能推
广“错时上下班”，也许将能有效缓解
一些“老大难”的问题。

问题是构想虽好，若考虑不周
详、配套措施跟不上，结果就很可能
大打折扣，甚至事与愿违。比如，“错

时上下班”固然可以缓解交通压力，
但不同性质的企事业单位工作时间
被人为错开，势必造成一些工作衔接
上的混乱和不便；再比如，“错时上下
班”固然让早晚高峰的人车流量峰值
大大降低，但由于各行业、各单位的
上下班时间被分别安排在不同时段，
早晚高峰的时段却也相应地有所拉
长，如果规划不周、考虑不密，很可能
旧病方除，新病又出，达不到原先设
想的良好效果。

在中国曾经半途而废的夏时制，
却在世界很多国家实施效果良好，关
键自然在于这些国家在实施过程中
考虑周详、配套措施得力。中国能否
把奥运期间北京即将实施的“错时上
下班”推广到平时、推广到更多饱受
交通拥堵之苦的城市，能否在推广过
程中避免重蹈当年夏时制的覆辙，关
键同样在于此。

陶短房

在反省瓮安群体性事件时，贵州省委书记石宗
源强调要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
求，多方为群众提供畅通的诉求渠道，使群众有话
有处说，有理有处讲，有难有处帮，有效预防和化解
矛盾纠纷。(7月10日中新社)

瓮安事件发生以来，作为省委书记的石宗源不
回避“深层次原因”，又是向受害公众鞠躬道歉，又
是厉言批评“不要用专政手段对待群众”，这些诚恳
地站在民众一边、不讳言官场体制痼疾、不袒护渎
职官员的善治姿态赢得了舆论的尊重，也使瓮安事
件的解决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瓮安事件之所以酿成，正源于资源开发、拆迁
等一些日常冲突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群众有话无
处说、有理没处讲、有苦说不出，矛盾越结越多、冲
突越来越激化，一切陷入不可治理、不可解决的失
控状态，在一触即发一点就着中演化成一场群体性
暴力冲突。因此，建立“有理有处讲，有话有处说”
的利益诉求渠道，就是让小矛盾、小情绪、小冲突有
暴露和缓解的出口，使矛盾止于可治理状态，避免
矛盾在郁结中失控。

“可治理状态”是一种可以控制、可以把握、可以
预期、可以在法律框架中通过非暴力的博弈、沟通等
手段解决的状态，相反是不可治理状态：战争、流血冲
突、群体暴乱、红着眼杀人，等等。只要矛盾仍处在可
治理状态，一切都好办，再多的冲突都不用过于担
心。如何使矛盾可治理呢，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使
矛盾当事人保持冷静和理性，让他预期到问题可在法
律框架中得到解决，让他觉得这是一个尊重法治、一
个讲理的社会。而要让他相信这个社会讲理，首先就
让他觉得有地方讲理，让他讲理的声音能发出来。否
则，如何让他相信这是讲理的社会、自己会得到公正
的待遇？无处讲理就很容易变得不讲理，丧失理智，
什么极端的事情都可能做出来。

让公众有话有处说，换成更普世的表述，就是
尊重公众天赋不可让渡的表达权利，这种权利是社
会秩序的“安全阀”，正如传播学学家所言，任何社
会都难免因为各种原因而形成不满情绪，对不满情
绪一味压制，只能酿成激愤和暴力。而畅通的表达
不仅能保证公众的不满情绪及时地被发现，还能为
不满情绪提供及时宣泄的场所。

石宗源强调要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
达利益诉求——我想，这主要是要求官方要为公众
提供“有理有处讲”的表达渠道，比如信访、举报、申
诉等官方主导的途径。其次，也要有民间自主的表
达系统，也就是立法使公众能够自由言说，有不满
随时随处都可以自主地说出来，而不是“官方让我
讲听我讲我才讲”。只有公众自己掌握了“有理有
处讲”的权利，掌握了“有话有处说”的平台，才会真
正形成社会秩序的“安全阀”。 曹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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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今年6月14日至15日，郑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石佛村连续展示了22场行为艺术，这是
全省目前规模最大的行为艺术展示活动。

两年前，石佛村迎来了一群特殊的村民，
一批艺术家聚集该村，河南唯一的一个艺术家
村落——“石佛艺术公社”诞生了。

改革开放的全新时代为艺术家们创造了
宽松的成长空间，艺术之花生逢其时。仅仅两
年间，石佛就吸引了100多位来自国内外的艺
术家入住，这个原本鲜为人知的郊区农村发生
了脱胎换骨的嬗变，成为像北京798艺术区、深
圳大芬村一样的艺术聚集区，并有望打造成为
中国的“佛罗伦萨”。

一个艺术家聚集的村落

石佛是一个被铁路与市区分开的小村落，
曾经是那样的默默无闻，一群艺术家的到来，
打破了该村的沉寂。

10 年前，出生于石佛村的油画家黄国瑞
被中国油画学会派往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在
游历了多个国家之后，黄国瑞最终在美国纽约
落脚，在艺术创作上取得了成功。随后，黄国
瑞决定在国内设立自己的工作室。

最初，黄国瑞把工作室设在北京的索家村
国际艺术营。时隔不久，他发现大都市高昂的
生活成本和喧闹纷扰的氛围并不利于自己从
事艺术创作，回到河南老家的省亲之行，使他
看中了石佛闹中取静的环境。2006年 4月，黄
国瑞在石佛中街179号院自家楼顶上加盖了艺
术工作室。

在黄国瑞看来，地处城乡接合部的石佛远
离都市的喧嚣，房租便宜，艺术家生活在此，心
灵得以沉静下来，有利于潜心创作出反映时代
风貌的作品。此后，黄国瑞习惯了在纽约、石
佛之间两点一线的交替生活，在石佛待的时间
比在纽约的时间还要多一些。这种两地飞来
飞去的状态，让他始终有一种新鲜感。

近年来，中国当代艺术创作日趋火热，各
处不乏有文化艺术人士聚集的艺术村出现，如
北京的宋庄、索家村国际艺术营、798艺术区，
上海的苏州河畔等等，但这些艺术村都是仅有
一个隔离的环境，没有与现实生活发生互动。

生活在石佛，随处可见农民的生活场景，
艺术家能够真正融入农民的生活中去，触摸到
更多的社会发展变化痕迹，这里的原生态能够

激发起艺术家的创作灵感。黄国瑞告诉记
者：“石佛是个纯粹的中国乡土农村，东西方
文化的强烈碰撞影响着我的创作观念和思
维方式，我的艺术爆发力也变得更强。只有
这么接近生活，才能真正让你思考时下的生
活与艺术。”

继第一个“安家落户”的艺术家黄国瑞
之后，很多艺术家都相中了石佛村，相继来
到这里建立艺术工作室。

来自山西长治的青年画家裴凯大学毕
业后，没有回到老家发展，而是来到石佛建立
了自己的工作室。这个艺术家扎堆的地方充
满了机遇，半年多时间，裴凯的作品就参加了两
次画展，这让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这在过去
我想都不敢想，因为按画家发展的老路子，有的
人画了半辈子也不一定能参加画展。”

石佛是一片自由的艺术天地，来自不同地
域的艺术家经常在交流中撞击灵感。禹州的
张军伟原本是美术教师，现在也慕名来到石佛
村建了工作室，“这里有自由交流的空间，既给
我提供了外面的信息，又提供了很多外界了解
我的机会，这在其他地方是无法想象的”。

2006年5月30日下午，在石佛村黄国瑞的
艺术工作室里，50多名省内外的艺术家聚集在
一起，河南省美术馆馆长化建国宣布：“石佛艺
术公社”诞生了。

“石佛艺术公社”并非是个组织，而是指石
佛成了艺术家的聚集地。相对于北京、上海等

地的艺术村而言，石佛的生活成本低，很多艺
术家与村民签订合同，投资在村民的住宅楼顶
加盖艺术工作室，免费使用 10年，10年后工作
室归村民所有，如果艺术家仍需要这个工作室
就转为低价租借。不盖工作室的艺术家也可
以直接租房。

仅两年时间，石佛就迅速聚集了人气，发
展之快超出人们的想象。目前，石佛村已成为
130多名艺术家的聚集地，这个昔日名不见经
传的小村庄成了名副其实的“艺术村”。

一群追逐梦想的艺术家

走进石佛村，你很容易就能与艺术家邂
逅，而每一位来到石佛的艺术家背后，几乎都
有一个追逐梦想的故事。

在这些追梦者之中，有一位带着儿子的画
家尤为引人注目，当初，这对父子都是带着梦
想来到郑州的。

47 岁的画家廖虹在入住石佛之前，在上
海一家投资公司任职，做着与自己的艺术追求
无关的工作，一年下来可以拿到近 20 万元高
薪。两年前的一天，廖虹正在上初三的儿子廖
野突然提出，他想退学回家，重写《三国演义》！

在很多人看来，廖野的想法简直是天方夜
谭，廖虹却很理解儿子——青春年少时，他也
像儿子一样喜欢“异想天开”，从大学油画系毕
业后，他曾经在艺术王国中沉醉了一段时间，
后来却无奈地放弃了梦想。

儿子的大胆想法，使藏在廖虹心灵深处的
追梦激情喷发而出，他决心再次为梦想搏一
把。他对儿子说：“生活就像一条河流，许多人
愿意做一只漂流瓶，在河里随波逐流，他们活得
不用太费劲儿。你选择了一种新生活，就意味
着开凿了另一条河，需要自己寻找水源，你要准
备着为自己的爱好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

经过一番痛苦的抉择，廖虹辞去了工作，
廖野也退了学，父子俩来到郑州。廖虹入住石
佛村，一个人执著地画画。廖野住在市区租的
房子里，摇着仿造的诸葛亮的鹅毛扇重新创作

《三国演义》。
在艺术家们眼里，石佛的艺术圈子里没有

门派之见，艺术氛围宽松而自由，是一块成就
梦想的理想之地。这里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前来放飞梦想。

一个被艺术家改变的村庄

众多艺术家的到来，不仅抬高了石佛的房
租，使当地农民有了致富新路子，村民的精神
层面也在悄然发生改变。

憧憬着艺术家的到来给石佛带来的美好
前景，村民白国臣产生了许多创业计划：开一
个充满艺术气息的饭店，成立一个专门为画家
生产画框的工厂，每天为艺术家们提供打扫卫
生等服务。“这些艺术家带活了整个村子”，白
国臣说，很多村民都产生了围绕艺术产业做文
章的想法，有人还准备开办画廊。

村民们与艺术家朝夕相伴，在潜移默化中
就会受到他们的影响：村民用水泥硬化院子，
艺术家却用他们抛弃的砖头和石子；村民为客
厅的花瓶插满塑料花，艺术家却在找他们要高
粱装饰瓶子；村民为房子贴瓷砖、做吊顶，艺术
家的工作室却多是水泥墙壁、水泥地面；村里
1958年建的电影院已是又脏又破，艺术家却看

中了那块地方，要把它建成艺术展厅……
现在，石佛在国内外艺术界已经有了一定

的知名度，石佛的艺术气息越来越浓，艺术家
和当地村民和谐相处，形成了时下很少见的艺
术家扎根于农民之中的创作状态。

今年5月7日，“石佛艺术公社”两周年展览——
“和谐石佛国际艺术大会”在石佛村举行，约150
名国内外艺术家带来300余件作品参展，其中不
乏美国、德国等地顶尖艺术家的作品。现代与
传统在石佛集合，街头挂着或西或中的绘画，路
上摆着亦庄亦谐的雕塑，艺术家装扮成“唐人”
坐在砖头垛上下棋……

一个打造“中国佛罗伦萨”的愿景

记者在黄国瑞的工作室看到，一个大得像
会议室的房间里摆满了油画作品，红色的“人”
字形屋顶十分引人注目。“国际艺术之都佛罗
伦萨的街区都是一片红色的房顶，给人很强的
艺术感，我们追求的也是这样一种风格。”黄国
瑞告诉记者。

石佛的很多艺术工作室都是红色的“人”字
形屋顶，艺术家们此举意在表达一个愿景——他
们追求的目标是“当代性、国际性”，“创造自己
的风格，玩自己的玩法”，将石佛打造成为“中
国的佛罗伦萨”。

在黄国瑞的设想中，石佛还要吸引音乐
家、文学家、导演入住，还要有书店、艺术品商
店，他说：“只有各种艺术家加入，才有利于艺
术家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切磋，这里才真正能称
得上是艺术村。”

2006年10月23日，意大利中国当代艺术研
究领域的权威、著名艺术评论家莫妮卡来到石佛
村，她的到访被视为石佛在国际交流方面迈出的
重要一步。2007年9月，美国的画廊人士来到石
佛考察。今年1月11日，“石佛艺术公社”的作品
在纽约SOHO艺术区456画廊展出，作品涉及油
画、摄影、雕塑、装置艺术等，“石佛艺术公社”集
体在国际上亮相，为期15天的展览颇受好评，吸
引了许多艺术家去参观。黄国瑞透露，石佛的艺
术作品今后将走向国外每一个重要艺术城市，范
围侧重于纯学术、更尖端的作品。

河南省文联主席马国强认为，“石佛艺术
公社”是在河南文化发展、文化繁荣的大环境
下出现的，是文化艺术多样性的必然结果。“我
们有意把‘石佛艺术公社’纳入省美协专业委
员会中，使现当代艺术融入社会主义文化的大
繁荣、大发展之中，为发展中原文化发挥重要
作用，为艺术产业化开辟一条路子”。

一群艺术家与一个艺术村落
本报记者 余英茂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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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艺术家在石佛村现场交流中外艺术家在石佛村现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