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9月27日 星期五
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校对 宋娅平
电话 67655277 Email:cpypy＠163.com 13ZHENGZHOU DAILY

干群沟通唱不得“空城计”
我们党历来重视同群众沟通交流，

许多好传统好做法至今仍有强大生命
力。在经济持续发展、科技日益进步的
今天，政务微博、领导信箱、市长热线、亲
情电话、阳光问政、热点社区等新平台新
方式应运而生，为沟通交流创造了新条
件，拓展了新空间。但同时，也有人借口

“信息爆炸”，掌握信息手段增多，而把一
些过去好的作风贬为“手工业方式”，依
靠“坐着汽车转，隔着玻璃看，听电话报
告，查电脑资料”来掌握群众情况。这种
心理，无异于狗熊掰苞米，虽然得了新
的，却丢了已经到手的。

朱德同志曾说过，只要比一般群众
高过一个指头就行，不要高得太多，跑得
太远。这番话谈的是方法，其实更是领
导作风。个别地方和干部对干群沟通不

重视、不落实、不深入，认为无关紧要、可
有可无，以至于群众言路堵塞，干群感情
淡薄、关系疏远。究其根本，源于部分同
志“四风”未除，忘了为民真本色，丢了党
的好传统。对于这样的干部，群众当然
敬而远之。长此以往，干群离心离德，必
然危及共同事业，损害党的威信。正因
此，必须建立并不断维护常态化的干群
沟通渠道，收集群众意见、汇聚群众智
慧、激发群众力量。

群众最喜欢怎样沟通？即使是借用新
媒体、新技术创造的新型沟通手段，仍然离
不开好的态度和作风。带着感情、带着责
任、带着问题的沟通态度深受欢迎，把群众
当家人、把群众事情当家事、常回家看看的
沟通意识广受赞誉，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深入一线的沟通方式最得民心。群众意见

是风向标。坚决改正群众反感的，始终坚
持群众欢迎的，以诚为先消除隔阂、以信为
基交心谈心、以实为要拉近距离，方能使干
群沟通更富实效、交流更加亲和，在干群之
间架起一座座连心桥。

植根大地，万木葱茏；扎根群众，众志
成城。常态化的干群沟通是赢得民心、赢
得支持、赢得未来的基础性工程。因此，
围绕民意表达，构建双向多维的沟通网
络，势在必行。党员干部把群众请进来听
心声，请群众坐下来谈心事，也应主动走
出去晒阳光，沉下去接地气，更要延伸党
委政府的工作触角，多层次、广角度、全方
位收集社情民意。在此基础上，围绕民众
诉求，多搭建互动互通的沟通管道。

曾有人提出，管理现代企业，不必下
车间、班组联系工人群众，只要在办公室

管住几个工头就行。这种思想不仅是群
众工作的大敌，也是导致领导者被蒙上
双眼，注定碰壁的隐患。科学发展决策
哪里来，党的正确主张何处去？都离不
开干群之间的常态沟通和深度交流。应
围绕民生改善，完善全覆盖的沟通体
系。必须时刻葆有对群众权利的尊重与
敬畏，构建不留死角、不留盲点，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沟通体系。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干群沟
通交流不是搞突击，不能搞运动，要靠党性
自觉和责任担当。和则通、通则顺、顺则
达，同群众沟通，务必用真心、付真情、使真
劲儿，唱不得“空城计”、演不得“样板戏”、
来不得“凌波微步”。群众看得见交流的诚
意，我们就能摸得着发展的变化。李刚

“点”的事实
与“面”的真相

有一个日本人，声称发现了水的奥秘，认为水能听能看，有
喜怒哀乐，能感知人类感情：听了贝多芬《田园交响曲》，水结晶
美丽工整；听到“混蛋”等不好词汇的水，就结成难看的、不规则
的结晶。这不但有他的实验证明，亦有所拍水晶体照片为证。
相关书籍曾在日本和中国风靡一时。

然而，有“实验”有照片，就是真相吗？其后，陆续有科学家
戳穿其伪科学的本质。事实上，水结晶的形状，主要取决于温
度和湿度。当温度低到一定程度，水就会形成各式各样的冰
晶。湿度越小，冰晶的形状就越简单。而那位日本人，只选择
能证明自己结论的冰晶。这样做实验，当然就“任何人都可以
得到自己想要的任何结论”。

先有主观臆断，再找客观印证；先有臆想结论，再寻论据支
持。至于全面客观的事实，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这种方法，搞
科学是乱弹琴，观察社会也必然走偏。倘若固执于自己的臆断
与偏见，再从现实社会中寻找相应的事实，客观世界岂不成了橡
皮泥？自以为获知真相，实际上与真相距离甚远。

那么，摈弃了这种主观先行模式，在客观现实基础上再作出
主观判断，我们就一定能对真相有客观的认知吗？仍然未必。
有个保安在某天值夜班时头一次喝醉了，恰巧值班经理发现，便
在值班日志上写下“这名保安在今天值夜班时喝醉了”。保安请
求删掉这句话，或添上一句“这在他的三年工作期间是第一
次”。经理拒绝说，“你说的是实话，我说的也是实话”。第二天
轮到保安写日志，便写下“经理今天值夜班时没喝醉”。经理说，
你这是暗示我平时都喝醉了。保安说，“我说的也是实话”。

显然，见到一个美丽的冰晶体，并不表明所有水结晶都是美
丽的。一个“点”上的实话，并不等于整个“面”上的实情。一个

“点”上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整个“面”上的真相。然而，公众的困
境在于，面对偌大中国这个“面”，自己往往只能从亲眼所见这个

“点”去观察。什么时候可以点代面，什么时候不能以点代面呢？
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曾讲过一件往事：17岁时的一堂课上，

老师手里拿着一张画有一个黑点的白纸问：“孩子们，你们看到了
什么？”孩子们齐声回答:“一个黑点！”这时，老师说：“难道你们谁
也没有看到这张白纸吗？在今后的生活中，你们可不要这样啊！”

的确，面对一张有一个黑点的白纸，人们注意的是黑点而不是
白纸。这是人们的注意力特点。无论是假恶丑的事情，还是极端
恶性事件，其每能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都合乎这一特点。但无
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心里都应有一根弦，点上的问题不是面上的
问题，个别问题不是整体问题，局部问题不是全局问题。同时，我
们又绝不能因其为个案而放任不管，如果不对一个个点上的问题
高度警觉、公正解决，点上的问题就有向面上扩展的趋向。

我们这样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哪能没有问题呢？每
天都会发生很多问题。但总体上我们在发展，在进步，这是30
多年改革开放给予我们的基本感受。把握了这个点与面的辩
证法，对我国社会发展判断就有了正确的方法。 江柳依

“留学赤字”
呼唤教育改革

社科文献出版社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近日联合发布
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3）》，不出意料地
得出结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且还在以
年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长。相比之下，海外来华留学人员比
例甚低，中国出现醒目的“留学赤字”。

有位女生发过一条短文，被很多人追捧，她如此诠释留学
收获：一是把我放到任何我不认识的地方都能生存下来的能
力；二是名车豪宅都动摇不了我愿意每天坐公交去追求简单
梦想的平淡心态。说白了，这不就是生存能力和感知幸福的
能力吗？难道非得花大把银子漂洋过海才能习得？

留学潮涌来，从宏观层面看不乏积极意义。中国的现代
化，留学生功不可没，从容闳、詹天佑到钱三强、钱学森，从孙
中山到周恩来、邓小平，越洋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留学生群
体，融会贯通，革故鼎新，推动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变革和社会
文明进步。而今天，从留学家庭背景看，越来越多普通家庭的
孩子踏上留学路，本身也是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的表现。

但是，不能忽略留学潮卷起的一连串问号：是否中国教育
改革的相对滞后，应试教育对下一代的压抑、对人的全面发展
的限制，使得今天的教育满足不了国民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强
烈渴望？越来越低年龄化的趋势，是否变相表达了对中国教
育失望的一次次“用脚投票”？

如果要问，是什么为改革开放的中国提供了强有力的人
才支撑？恐怕最不能忽视的是高考制度的贡献。我们的教育
拥有过无愧于世界的辉煌。

然而，高考弃考的人流日愈汹涌。上海某所公办中学
300多个高三学生中，近半出国留学。在“北上广”和沿海地
区越来越司空见惯的现象，渐次向中西部蔓延：远赴海外参加
所谓“美国高考”的每次数以万计。有媒体在报道中一语道
破：中国学生正在全世界“择校”。

留学还在向低龄化发展，高中、初中，甚至小学生都越来越
多地负笈留洋。有的十来岁孩子，去了一次海外夏令营，就坚
决向父母要求留学。难道应试教育真的让孩子反感到在最恋
家的年龄也想逃离？对绝大多数中国孩子来说，热土难离，仍
然要咬着牙拼命学习，在千军万马中挤上高考那道独木桥。这
是中国教育的中坚力量，也是最不能辜负的下一代中国脊梁。

现在，中国教育最需要的不仅仅是钱——尽管我们仍然希
望，在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终达4%的基础上，更向世界平均
水平4.9%靠拢——更重要的，是深化教育改革的思路和勇气。

要让我们的教育制度体现这样的目标：一是改革教育模
式，让下一代获得全面发展的机会，拥有基本生存能力和感知
幸福的能力；二是推进公立教育均等化建设，让中国任何地方
的孩子，都有相差无几的教育环境和录取标准；三是创造公平
取士的教育环境，鼓励寒门学子通过努力改变命运、合理调节
社会阶层有序流动、为国家民族补充源源不绝的正能量。

教育公平，是起点的公平，也是机会的公平。教育改革牵
一发动全身，难度极大。非有“事不避难、敢于担当”的改革勇
气，不能使教育成为中国梦的最大造梦空间。 李泓冰

从日均760件举报
看反腐期待

据9月25日媒体报道，自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9月2日正
式上线，网络举报数量呈明显上升之势。9月2日至21日，网
络举报量15253件，日均超过760件。

轻点鼠标，公众的举报信息就能迅速抵达中纪委，就可能
让贪官落马。有了这个便捷开放的平台，就无需舟车万里“再
艰难也要告到北京去”，一些地方官员拦访截访的手就很难阻
挡真相的脚步。自上而下的纪检监察与自下而上的网络举报
可以资源整合、找到交集，协同作用于反腐肃贪。由此而言，
中纪委举报网站的开通，意义不凡。

从实际效果看，这个网站开通不足一个月，就收到数以万
计的举报信息，其繁忙程度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公众对反腐
的参与热情、对整肃吏治的期待、对纪检监察部门的信任。公
众期许如此之高，承担着反腐之责的纪检监察部门理当以更
大的诚意管理好这个举报网站，保证渠道的畅通和举报信息
的及时处理，以使每一件举报都得到认真地对待。

当然，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日均举报760件，逐一阅读
整理就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要逐一核查、处理就更费时日。这
就要求各地纪检监察部门根据“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
承担各自的责任，公正调查、核实举报信息，以呼应公众的反
腐诉求。

中央有决心，民众有热情，最怕的就是一些地方的相关部
门不上心或者漫不经心。一些民众为什么不顾舟车劳顿之
苦，非到北京上访不可？说到底还是一些地方风气不正，一些
地方纪检监察部门拳头不硬，不敢为百姓的合法、合理诉求撑
腰。公职人员更多地分散在地方，直接左右着治理地方的水
平、反腐的质量。因此，地方纪检监察部门必须排除阻力，恤
民众之苦，惩欺民之贪，否则无法彰显反腐力度。

当然，公众也当珍视中纪委举报网站这个珍贵的平台，反
映问题当力求客观准确，不捕风捉影，不捏造事实，以免耗费
反腐肃贪资源，影响反腐举报的效率。在此基础上，用好举报
网站，尽到举报贪腐、维护社会正义的公民责任。

中国的改革正向深水区挺进，社会对吏治清明的渴求比
以往更加强烈。中纪委举报网站的开通，推进了制度反腐对
网络举报的兼容，契合了公众对便捷、高效举报渠道的迫切需
要。 李思辉

“百姓要为呼吸新鲜空气埋单”不合法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

蒂格利茨曾经预言：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
的两件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二是中
国的城镇化。而无法回避的是，中国的环境
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破坏。

世间最好的最重要的东西都是免费
的，譬如，空气，水，阳光。这些东西是人
类的共有资源，每个社会成员都应平等地
享用。污染环境，环境污染，这是两个概念。
污染环境，这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在对环境做
着有意的恶性的破坏。而环境污染，则是这
种破坏的直接结果。

在经济学的解释里，“百姓要为呼吸
新鲜空气埋单”是产权不健全不清晰而损
害经济可持续发展及公众基本权益的一
个显著例子。洁净的空气作为社会共有
资源，没有人能占有或控制它。因此，人
们并不会过多地考虑到其行动的所有成
本。一些人将黑煤灰排放到空气中，是因
为这些成本将要由他人来承担。污染在

现今的基本表现形式是，利益集团以自己
的压倒性强势污染环境。资本赚到了钱，
可以一走了之，把灾害留给他人，自己去
呼吸其他地方的干净空气，这也是其无所
顾虑地破坏环境的另一主因。

可以说许多的污染来自于工业企业，污
染企业不关心污染是资本逐利本性所致，公
权力则往往为了地方利益、小圈子利益及自
身利益对之视而不见。

“百姓要为呼吸新鲜空气埋单”是个蛮
不讲理的说法，是一种强权与霸道，是在以
不顾及公众心理感受的方式冒犯公众。好
比是张三犯了法，要让李四去顶罪。

“百姓要为呼吸新鲜空气埋单”，治理
环境的成本让公众支付，既不公平不公
正，更不合法度。治理污染，应是谁排污，
谁污染环境，谁领走他的责任，谁拿钱治
理。还有就是，环境保护不是一笔糊涂
账，放任和纵容污染者也要承担环保责
任，渎职官员也应被问责被追责。今 语

老人应成为社会诚信的
主要推动者

9月21日，南京六旬的王老太经过六合体育巷时不慎摔倒，
她立即伸手抓扶，恰巧孙先生骑车经过，被抓倒压在老人身上。
老人反称被撞，孙先生只好报警求助。警方调取监控，认定老人
是自己摔的，家属才向孙先生道了歉。（9月23日《扬子晚报》）

同样的地点，让我们不得不联想起2006年曾经轰动一时
的“彭宇案”。虽然两件事情从本质上还是有一些区别，一个是
好心施救，一个是恰巧路过，但事情的转折点却是如出一辙，被
老人诬陷。无独有偶，在天津、江苏如皋、湖北武汉以及海南等
地，也频频发生类似事件。

面对老人倒地，究竟该不该扶，众多的类似事件不得不引
发社会公众的反思和有关社会公德的讨论。就这起事件来讲，
如果附近没有安装监控，如果没有目击证人，那么恰巧路过的
孙先生也可能恰巧就没那么幸运了。

老人的诚信问题再次回到公众的视野。随着人口老龄化，
老年人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对社会潜移默化的
影响也越来越深。无论是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还是养老保障
体制的不断求解，无论是公德方面还是政策方面，老年群体已经
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群体。关爱老人既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也是人类进步科学发展的前提。关爱老人，除了关
爱老人的健康、生活和心理，同样也应该包括关爱老人的诚信。

诚信是公民的第二个“身份证”，是每一个人都应该遵守的
传统美德。诚信面前，不分老幼。“国有诚信必兴，家有诚信必
和，人有诚信必贤。”老人诚信是共筑社会诚信不可或缺的重要
一脉。老年人，他们经验丰富、见多识广，他们告别了职业舞
台，却没有告别社会舞台，他们对子孙后代仍然具有不可推卸
的教育责任。所以，他们更应该成为社会诚信的主要推动者，
将诚信这把“金钥匙”当作传家宝一样一代一代传下去。

只有老人的诚信建立起来，社会的诚信才会更有希望，年轻
人才不会顾虑重重、受到良心的折磨，甚至行为冷漠。监控无疑
是监督诚信的可靠保障，有了监控，好人才敢做好事，但它不应
成为彰显人性光芒、支撑社会诚信和推动历史文明前行的主要
力量。“诚信是心灵与心灵间最默契的对话。”有了诚信，才会出
现更多的好人和好事，有了诚信，社会发展才会有更强的动力。

因此，老人诚信不仅是社会诚信的重要一脉，老人还应成
为社会诚信的中坚力量和主要推动者，只有这样，社会发展才
会更加和谐，社会文明才能取得更大进步。 宋 华

夏俊峰伏法 法律拒向价值争议让步
杀死两名城管的夏俊峰前天被执行

死刑，自辽宁高院作出这一终审判决后，
网上一直有对该判决不小的反对声。最
高法院核准死刑是在网上舆论压力下完
成的。这也是近两年微博舆论场异军突
起后，一个受到网上舆论追捧的杀人犯被
执行死刑的突出例子。

夏俊峰于2009年5月16日在因非法摆
摊被带到城管勤务室后，将两名城管刺死。
事件引起网上舆论的密集关注，一些人通过
舆论称夏俊峰是“英雄”，并努力证明他的“正
当防卫”。夏俊峰案客观上促成了对城管文
明执法的强大舆论压力，同时也刺激了舆论
对司法审判的围观，也鼓励了对热门案件立
场先行，搞舆论审判的倾向。

必须指出，网上舆论不等于民意。网上

舆论直接打造了一些著名案件，并且表现出
影响这些案件判决的强烈愿望。网上舆论
的立场先行非常突出，要求法院的判决首先
与他们的价值选择相一致，而不是把法律作
为根本依据。网上舆论要求重判一些人，如
李天一。同时要求轻判一些人，如夏俊峰。
他们的意见被层层裹上了情绪。

司法是要用事实和法律说话的，而事实
的组成只能是证据，价值观并不能被用来改
变事实的性质。这个案件中没有证据可以
支持夏俊峰是“正当防卫”，最高法核准对他
的死刑判决应是对法律精神的可贵坚守。

近来多起热门案件进行庭审和宣判
时，网上舆论的参与度极高。如今庭审和
宣判都越来越公开，这虽然会让舆论影响
司法更加方便，但也提供了引导全社会成

熟认识司法公正的重要机会。
只要各地法院坚决对热门案件依法

审理、公正裁判，这样的判案积累就会逐
渐搭建起司法公开条件下的公众认识坐
标，培养公众在复杂舆论环境下的甄别
力，慢慢搞清舆论与司法的正当关系。

中国采用的虽然是成文法体系，但在舆
论充分开放时代，法院判例有着至关重要的
影响力。一个案件越抢眼，正确的判决就越
是一堂面向社会的普法课。中国处在社会
转型的纠结时刻，法院判例应逐渐获得一锤
定音的裁决力量，法院做到这一点的那一
天，就是中国真正成为法治社会的时刻。

网上舆论如此频繁地与法院竞争影
响力，说明中国在一些核心问题上的共识
严重不足，舆论监督缺少明确的方向和边

界意识。中国的法制建设和舆论监督都
来得太晚，舆论与司法之间的建设性关系
尚需反复磨合，当前的一些乱象或许就是
我们走向法治社会的“风景”。

当社会治理形态充分稳定之后，很多事
情的对错将变得更加清晰。现阶段判断是
非的价值观视角太多，而很多事情拿到历史
中去看也许真的就是有价值的两面性。但
今天的中国不能是和稀泥的社会，需要有对
是非裁决的勇气，并保持终极裁决的权威。

当这一终极裁决角色由法院担任时，我
们应当对之表示欢迎。人们在越来越多关心
法院审判，虽然这种关注以争议的形式出现，
但它们同时铺垫了法律在社会运行中获得更
高影响力的基础。希望司法机关充分认识自
己的角色，真正做到不辱使命。 环文

孔子打报告
话说至圣先师孔子穿越时间

隧道周游四方，走市县、进乡镇、察
社区，听广播、看电视、读报刊、阅
文件、出席各种论坛，脑子被一系
列“重要讲话”所填满：子虚镇长在

“迎接县卫生大检查环境布置动员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乌有村长在

“清理路旁乱堆杂物村民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车间主任在“工人下班
是各自回家还是排队回家研讨会
上的重要讲话”、社区主任在“分片
清扫小区狗屎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等等。他既感好笑，又很失落，
叹息世道不公，厚今薄古，于是悻悻
然回到驿馆，疾书《申请<论语>为

“重要讲话”的报告》，内容如下：
一、《论语》有更高更广泛的

公众认同度。是不是“重要讲
话”，第一要看受众是否认可。据
我周游观察，当今铺天盖地的“重

要讲话”，多为会议主持者嘴一张
一闭、讲话者甘愿受之的溢美之
词，属于同台唱戏、合演双簧的自
封自诩，形同王婆卖瓜。我与众弟
子的《论语》则不然，作为儒学的核
心内容，得到了社会广泛认可和高
度认同。汉朝就有专门的《论语》
学科；北宋宰相赵普有“半部《论
语》治天下”之说；南宋理学家朱熹
更把《论语》、《孟子》、《大学》、《中
庸》编订为“四书”，成为影响中国
社会最深最久远的经典。按照现
今的说法，这些都可视为领导肯
定、专家好评和公众欢迎。申请

《论语》为“重要讲话”，理所当然。
二、经过了历史和实践的检

验。《论语》自公元前结集成书，至今
两千多年, 期间版本众多，印量无
数，畅销不衰，经受了长期历史检
验，可算得上“久经考验”了。恕我

斗胆：现今多数打有“重要”标签的
讲话，莫说千年百年，隔天就已变成
了人们的“耳旁风”和文字垃圾。

三、根本在于思想价值。翻阅
世人对《论语》评价：“悟得最透彻，讲
得最高明”；许多言谈被世人奉为至
理名言：“礼之用，和为贵”被公认为
中华民族人文精神之核心；“和而不
同”思想被作为人类各种文明协调
发展的价值观而大加倡导；“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也渐化为世人道德准则
……相比之下，当今不少所谓的“重
要讲话”，正是需要坚决反对并下大
力清除的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废
话。而把“假大空套废”作为“重要讲
话”推销，必定招致后人耻笑。

恳请有关部门认真对待以上
申请，还老朽一个公道，更希望官场
一扫官僚习气，畅扬清风。于文岗

新华社报道，习近平
总书记在河北参加省委
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
会时说，教育实践活动越
往后，越要坚持标准，决
不能虎头蛇尾，决不能用
自 我 感 觉 代 替 群 众 评
价。这是一个最高领导
面对形势与任务时所具
有的客观冷静的态度，其
中深意，值得各级公仆认
真体会。某些公仆总想
封住民众的嘴巴不让他
们发出呼声，更不准许民
众评价自己，未免与中央
精 神 和 时 代 潮 流 不 合
拍。 吴之如 文/画

跟群众进行务实、有效的沟通，
说得上、谈得拢、拉得近，是每一位
党员干部应有的必备素养，也是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题中之意。

环境受污染,
谁来埋单?近日，
国家发改委能源
官员姜克隽受访
时为此事“指点
迷津”，称非常赞
成“百姓要为呼
吸新鲜空气埋
单”的观点。支
持直截了当在成
本中增加环境污
染治理费用，比
如提高能源价
格。（9 月 25 日

《南方都市报》）

自我感觉与群众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