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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老百姓也需要最好的农产品

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一场论坛上， 农业
专家说，本土最好的农产品用于出口了，因
为出口食品的国际标准比国内标准严格得
多。 山西省农业厅副厅长董希德说，销往日
本的产品必须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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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检测， 但如果
销往国内，只需经过几道检测。 他在论坛上
说：“如果我们能为自己生产高质量的农产
品，而不是仅对国外消费者如此，那么将推
动农业发展，农民的收入也会大幅提高。 ”

（

12

月
10

日人民网）

最好的农产品卖给外国， 我们自己的

老百姓却吃质量问题多多的农产品， 这是
中国农业经济的悲哀。

当前， 我们的粮食生产连年丰收，但
是，我们的整体质量是不是连年提高呢？ 当
然不是。 当前，农业产品的关键问题是质量
问题，但这个质量不仅是产品本身的问题，

而是产品生产链条中的质量及监控问题，

包括种子质量，农药质量，化肥质量，以及
种植过程的质量， 再者到了流通环节的运
输、保鲜等问题。 这些质量问题把握不住，

我们就会生产出数量庞大的问题农产品。

这些问题恰是当前农业遇到的最大难题。

为什么国内的老百姓不能买到最好的农
产品，根本原因还是检测的标准和处罚的力度。

既然出口的农产品可以做到那么好， 那么国内
的农产品就是管理的问题而不是能力问题。

检测是入口管理， 政府同时应当扶植
科技化农业，提高生产能力，比如有必要建
立农业科技人才的网络化服务机制， 就是
要让科技人才服务到具体农户，具体农场，

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 让农业生产出
高质量的农产品。 （殷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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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转变作风的难度估计得更高一些

新一届常委们在不同场合的表态、

举动持续受到关注。 海内外舆论意图通
过解读语言和行为所传递的信息， 对未
来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前景作出判断。 而
近一段时间，从转变文风会风，关于改进
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等
作风转变上的动态， 到七常委出行未清
道不封路等中央最高领导层示范， 在外
界看来，既是政治清风拂面，也预示着中
国政治的积极变化。

强调转变作风， 乃至最高领导者躬
身垂范，作为一种好的政治气象，自然会
受到广泛的肯定和赞誉， 但从不少过于
乐观的情绪和解读里，我们看到，一些人
对作风转变的难度认识得不够， 也没有
意识到作风问题的核心指向。

不可否认，转变官僚主义作风，高层
示范有其重要意义和影响作用，然而，表

率行为会不会马上形成上行下效的态
势？从各地的情况来看，还没有摆脱表态
文化的惯例。 目前的官场习气和政治文
化，有千年历史文化的浸染，也有几十年
制度特点的惯性， 表面上很容易因人而
变，最高层的示范影响巨大，本质上却又
变化甚微，没有形成坚固的价值和制度。

一方面是上有所好，下必行之，一方面却
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目前要警惕的，

就是盲目乐观的情绪，对于高层来说，不
能满足于各级官员的表态，对于民间，也
要避免落差带来的失望，转变艰难，绝非
朝夕，要给予足够的耐心、信心，支持推
动这项改革的层层深化。

文风或语言的变化或许相对容易，

讲群众听得懂、愿意听的话，不说空话、套
话，摸索出一种模式，套用和模仿不会有太
大困难。 这种表态也更可能在短时间内

见实效，甚至因模式固化而持久。行事作风转
变，通过官员自律和内部监督，也会在一定时
期内产生政治效应。不过，从改变作风，摆正
官民关系的层面，情况是复杂的。

反官僚、反腐败，无论是中国历史，

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上， 更严厉的
手段不是没有运用过，短期内或有效果，

但本质上说，都没能带来历史性的转变，

没能成为清正清明清廉的政治和社会文
化自觉。与其说这是历史惯性，不如说是
始终没有触及到官民关系的实质。

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叙事中，总有
一种“官在上，民在下”的“两极”认知。对上不
对下、敷衍塞责、口是心非，是这种情形下的
通病。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政治劝告式的
政治阐释，讲求的是昌明政治的官民平衡，却
仍然局限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逻辑框架
内。 当两者趋于平衡时，国富民强，当两

者关系崩坏，舟覆而权力更迭，又以新一轮
的平衡为起点往复，也就有了历史性的周期。

其结果是，无论怎样强调和反对，权力官僚化
却总像是自然而然，难以避免。

在这个意义上， 官僚主义是一种积
习，而非与生俱来。一旦权力站在政治舞
台的中央，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言语上
的脱离群众、思考逻辑上的自利倾向、作
风行动上的变形走样， 只是官民关系没
有得到本质改变的一种表现。

转变官僚作风， 最终取决于官民关
系的变化，通过制度建设，让人民在政治
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承认并给予社
会自我生长的力量， 形成人民对权力的
有效监督和约束。从高层的行动来看，积
极的信号在陆续释放， 整个社会都应给
制度和改革程序设计以充分的时间，不
盲目乐观，也不消极悲观。 （付小为）

1个木工=2.5个文员的启示
这边厢房地产文案专员月薪

2000

元，衣着
光鲜的应届大学生排成长龙阵争当小白领；那
边厢游艇公司高级木工月薪

5000

元， 包吃包
住却无人问津……前日，中山、珠海和江门三
市人社局在中山市博览中心联合主办的大型
公益性人才招聘会上，就出现了如此冰火两重
天的现象。

高级技工与普通文员的收入当然没有可
比性，不过大学毕业生过剩，技工尤其高级技
工稀缺，倒不是什么新鲜事。 传统的技工，多半
是师傅教徒弟，手把手传承、“纯手工打造”，而
大学生是“流水线作业”、批量生产，一荒一剩，

并不出奇。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人人都想
“治人”而不欲“治于人”，家长们这么想，教师
也这么想，孩子就不得不这么想。 小学、中学、

大学是一条正道，一条路走到底，至于能否掌
握一门技术，就业前景如何，则不在考虑之列，

念完大学再说，只有那些成绩不好的孩子才会
半路去念技工类职校。 重脑力、轻体力的社会
观念，折射到大学教育上则成了重理论、轻实
践。 一方面，“高校扩招热”、“

MBA

热”

,

热度不
减，而技工学校却是“门庭冷落鞍马稀”；另一
方面， 大学过多地把精力投到培养大学生、研
究生的理论水平，而不重视他们动手能力的培
养，以致他们眼高手低。

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国仍会出现对技
术工人的旺盛需求，对白领的需求虽然也呈增
加趋势， 但总体上增速远低于对技术工人的
需要。这要求家长们确实要转变观念，高级
技工不但就业形势比普通大学毕业生更佳，

“钱景”也更加广阔。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只要干得好，何愁没前途？ 教育部门也要转变
思路，更加重视职业教育，不要把技工、职校当
作“偏房”，另眼看待。 除了加强宣传，还要以实
力说话。

(

连海平
)

“省体男厕沦陷了”

———福州
2

万人在省体育中心
听演唱会，女厕告急，女生抢占男厕。

出处：《福州晚报》

“有些人身体是完好的，但内心
是残疾而丑陋的”

———武汉残疾女孩为抱婴者让
座，拄拐而立。 网友批那些端坐者是
脑残。

出处：《武汉晚报》

“经调查确认民警在执法过程中
执法不规范”

———山东男子开车买菜被处“违
规载货”罚款

200

元，淄博警方道歉
并如此解释。

出处：南方网
“飞飞记不清到底与刘某发生过

多少次关系，据孩子回忆，三周左右
就发生过一次”

———黑龙江校车司机被指多次
强奸

13

岁女生，还找朋友轮奸。威胁
女孩称泄密就杀全家。

出处：《黑龙江晨报》

“你好好干不行啊”

———南京一小伙干活不卖力被父
亲说了两句，次日吊死在路边树上。

出处：《现代快报》

“尤其和女士打交道时，距离感
更容易被拉近”

———湘潭男子名叫“舒服”，称和
女性打交道受欢迎。

出处：《湘潭晚报》

“这只是大气光学现象，与‘末日
论’无关”

———上海现“

3

个太阳”奇观引发市
民猜测，专家称无关“世界末日”。

出处：中国新闻网
“你为啥会在洞房里喊错人呢”

———南京男子新婚夜喊出初恋
女友名字，新娘坚决要离婚。

出处：《扬子晚报》

“连基本信息审核环节都只是走
过场”

———征婚女硕士被骗走十余万
并怀孕生子，指责百合网审核会员信
息走过场，索赔

50

万元。

出处：《京华时报》

(

木桦辑
)

有网友发帖，自己开面包车出去买四
样菜，然后放在面包车后厢，被交警部门
以“违规载货”为由罚了

200

元。山东淄博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沂源大队回应称，涉事
交警执法不规范，大队领导已带领交警上
门赔礼道歉并撤销处罚。 （

12

月
10

日《南
方都市报》）

相比很多地方乱罚款却投诉无门，山
东淄博沂源大队看上去真是进步了。 但
是，作为常态，乱罚款，绝不能止于道歉了
事。

执法人员行为的规范，在《行政处罚
法》中早有规定。对山东淄博交警乱罚款，

应当给予行政处分。

《行政处罚法》实施以来，实际执法却
往往不尽如人意， 比如定程序不执行，出
口就罚，没有解释，不许当事人陈述和申
辩，一申辩往往招致罚态度款、加重处罚

等，影响公民实体权利的保护。 实践中出
现的“乱”、“软”、“滥”、不遵守法定程序问
题等，其原因是多层次的。

各种乱罚款的行为，从表层看，一是
行政执法机关的某些执法人员因本身素
质不高；对自己有利的就执行，没利的就
不执行。 二是执法对象法律意识不强，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 使执法主体的不法行
政、不法处罚更加肆无忌惮。

处罚力度不够一直是困扰行政处罚
制度的老大难问题， 该重处罚的却轻处
罚、处罚疲软，不仅没有遏制住违法者的
违法行为， 相反却使违法者更觉有利可
图，从而更加肆无忌惮地违法，给公民的
整体利益和社会秩序造成损害。 为此，必
须采取一定的措施，使《行政处罚法》真正
发挥其作用。

(

李六英
)

语 录

●

“习总，有空常来哟！ ”

———新华社官方微博转发网友对习
近平深圳行不封路的热议。

●

“房地产行业的黄金期仍没有结
束，

10

年内房价不会暴跌。 ”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说。

●

“我的小说里有丰富的政治，政治
教人打架，文学教人恋爱。 文学远比政治
美好。 ”

———莫言在瑞典公开活动时说。

●

“情色反腐，其实有点荒诞。 网络狂
欢， 毕竟不是一个长期的解决问题的方
式。 ”

———雷政富事件爆料人，记者朱瑞峰
说。

●

“限购不允许个人对房价进行投
资，天底下除了中国之外再也不会有这种
荒谬的政策了，因为投资住房正是住房升
级与改善的必经之路。 ”

———任志强批限购
●

“要不是为了在香港上市，谁愿意
放着中国公民不当当岛民呢？ ”

———俏江南张兰回应改国籍。

对乱罚款行为不能止于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