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商不要“勾肩搭背”

江苏代表团在审议时，“官商交往”的方式引起
热议。大家认为交往要有道，要“相敬如宾”，划出公
私分明的界限，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

政府部门向企业提供公共服务，“官”与“商”的
交往自然必不可少，但一旦逾越界线，便有滋生腐
败的可能。在一些领域，“商”乐于向“官”谄媚，“官”

经不住“商”的诱惑，有的入干股，有的收回扣，还有
亲戚出马、曲线发财，彼此如果臭味相投，就难免出
现权钱交易。而市场经济的法治规则一旦被金钱打
破，不仅腐蚀了吏治、浊化了风气，更会造成产业发
育的畸形，阻碍创新活力的生长。 所以说，“官商勾

结”乃“官场”与商场共生的毒瘤，一日不切除，一日
无安康。

切除腐败的毒瘤， 离不开严格的监管制度，也
呼唤各级领导干部内心的慎独。 对“官”而言，尤其
是那些直接与“商”打交道的“官”，每每面对社会交
往中的声色犬马，能否既为“商”营造良好环境，又
挡得住物质诱惑；既不拒“商”于千里之外，又守得
住为官底线，考验党性修养，更检验交际能力与职
业操守。唯有坚定理想信念，保持高尚情操，不断实
现自我境界的提升，方能实现“官商交往”的“相敬
如宾”。 （

3

月
10

日《人民日报》 作者殷建光）

邻居好

无价宝

看形势，同样要看大局、看
主流、看长远。这意味着既要现
实和清醒地分清世界局势的
“变”与“不变”，也要以智慧和
定力面对种种挑战。

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所言，

中国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
路。 这不仅是对时代潮流的自
觉顺应， 也是符合历史文化传
统的必然选择。“实际行动证实
了的语言是最好的语言”，这句
阿拉伯谚语用在中国身上，恰
如其分。

处理好同周边国家的关
系，不仅关系中国发展进程，也
将给地区乃至世界形势带来重
要影响。近年来，中国始终把周
边外交放在重要位置， 坚持与
邻为善、 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
方针， 努力同周边国家共同营
造一个和平稳定、开放包容、合
作共赢的地区环境。 中国周边
环境中的复杂因素确实比以前
增多了。综观全局，中国周边形
势继续保持基本稳定， 中国同
周边国家的关系继续取得进
展。

由于历史原因， 中国同某
些周边国家有领土纠纷。 中国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但决不
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 决不
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论实力，

中国是强大的， 但中国“不逞
强”、“不秀肌肉”， 坚持通过协
商谈判妥善处理和解决争议。

中国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
意愿是真诚的， 希望并创造条
件让更多国家分享发展机遇。

这是因为中国看到了， 只有合
作才可能共同发展， 才有利于
种种复杂问题的解决。邻居好，

无价宝。 中方将继续坚持与邻
为善、 以邻为伴， 坚持睦邻惠
邻。

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只是中
国一家之事。中国的机会多了，

大家的机会也会更多。 大家都
走和平发展道路， 亚洲的明天
就会更好。 东亚要成为一个和
平稳定地区，只能选择合作。只
有加强合作， 才有可能创造出
一种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牢靠
的安全机制， 才能保持良好发
展势头。 东亚在整个国际关系
体系中的地位在提升， 地区形
势的全球影响日渐突显， 在这
个问题上同样要有大视野。

（钟声）

沙尘扑面而来的思考

伴随着呼呼风声，一股“土味
儿”入鼻。

9

日，大风吹散京城雾霾，

但带来了恼人的沙尘。北京市环保
监测中心监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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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早
已“爆表”。记者从下车到委员驻地
采访的几分钟路程中，尽管带上了
口罩， 但嘴里依然有着沙尘的味
道。

这是北京今年的第二次沙尘
天气。这一次专家照例提醒公众尽
量待在室内，减少外出，若非要外
出不可，也要采取防范措施。 奇怪
的是，在北京街头戴口罩外出的行

人并不多，是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
的天气？ 还是防范保护意识不够？

也许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侨
联副主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
的：出门不戴口罩，勇敢行走街头，

是因为防得了一时但防不了全部。

两会的代表委员也感受到了
沙尘天气的不利影响，支招治理环
境污染的建议时有耳闻。全国政协
委员、国家环保总局原副局长王玉
庆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仍然
延续过去的发展方式，环保投入有
限，监管不到位，法制不改进，那么

环境污染就会进一步恶化。 而“把
环保纳入官员政绩考核”的建议也
成了不少代表委员的共识。

在我看来，沙尘天气完全是在
还历史欠账。人类对自然界的无穷
索取无疑是沙尘暴灾害的重要推
手。 而我们“高物耗、高能耗、高污
染”的传统生产方式则又加剧了对
自然界的人为破坏。有代表建议在
北京周边农郊要大规模成片种树，

这固然没错，但仅仅北京种树恐怕
抵挡不了沙尘的侵袭。

环境污染背后根本的症结是

我们的发展理念被污染了。

GDP

和青山绿水蓝天到底哪一个更重
要？为了一时的眼前利益而付出高
昂的环境代价值不值？在沙尘扑面
的两会期间，不难得出答案。 十八
大报告提出建设“美丽中国”，今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顺应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期待，大
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
护”， 拜托代表委员把自己在沙尘
天气中的亲身体会转化为“为民所
呼”的议案提案，推动环境保护的
真正落实。 （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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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撤并”并非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

十八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务院
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今天，按照
公布的议程， 代表委员们将听取国务委
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关于国务院机构
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说明。

或许很多人会关注这次行政体制改
革“到底会撤并多少机构”，甚至会把撤
并机构多少当成是检验改革力度大小的
标准。 其实，这是一种误区。 尽管具体的
改革方案尚未公开，但改革的原则，十八
届二中全会已讲得十分明白： 以职能转
变为核心， 继续简政放权、 推进机构改
革、完善制度机制、提高行政效能，稳步
推进大部门制改革。

也就是说， 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是
“政府职能转变”，并非机构撤并，更不是

大幅度的机构撤并。

不要小看“职能转变”这
4

个字，说
实话，要实现这个目标，比机构撤并难度
要大得多。 在现行有强大动员力的体制
下，要撤并几个机构，或许只需要一个文
件配以安置措施即可实现， 但要实现政
府职能的转变，殊为不易。

比如，要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政
企分开、 政资分开、 政事分开、 政社分
开”，谈何容易———“减少微观事务管理，

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
作用”， 这意味着向市场放权；“改革社会
组织管理制度”、“更好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
社会事务中的作用”， 意味着向社会放
权；而“减少审批事项”，意味着要向下放
权；“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和收费，减少部门职

责交叉和分散”，则意味着政府要主动“削
权”并斩断或多或少存在的利益链……

这些“浩大工程”，撤并机构是其中
一部分。只有机构撤并的同时，政府职能
同步转变，才能建立起“职能科学、结构
优化、 廉洁高效、 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
府”。如果职能不变，政府权力不下放，要
管理的事务依然繁重，那么，机构改革就
难以走出膨胀———撤并———再膨胀———

再撤并的怪圈； 即便表面上总的机构数
量保持不变， 但这些机构下面会衍生出
一大批同样被赋予了行政权力的“二政
府”。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充分吸取过去
机构改革的经验教训。

当然，说机构撤并并非核心，不意味
着机构改革不重要。 现在的行政体制的

确存在着一些部门职能交叉、政出多门、责
任不清、效率不高等弊端，这些弊端首先需要
通过机构撤并进行纠正。机构改革当和职
能转变同步推进。 二中全会提出“稳步推
进大部门制改革”，这意味着，既不能按
兵不动，也不能奢望毕其功于一役。

我们早就有“改革进入深水区”、“改
革需要割肉般的勇气”的说法，那么，行
政体制改革当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这个
系统工程，不可能只是精简几个机构、实
行大部门制那么简单。 所以，检验未来行
政体制改革的成效， 不能仅仅看行政机
构有怎样的变化， 更应该看政府职能是
否真的转变了，是否真的以人为本、依法
行政，是否真的让民众满意。 这才是“核
心”。 （

3

月
10

日《新京报》）

由于银行营业员疏忽大意，给顾客多兑换了
1200

元钱，为要回损失，这名营业员让朋友在网
上发帖公布了顾客照片，悬赏

500

元请知情人帮
忙找这名顾客，此做法引来网友质疑：银行如此
随意泄露顾客信息欠妥。 律师称，索要多兑换的
钱，要通过合法渠道。 （

8

日《华商报》）

几乎所有银行都有提示， 票款当面点清，离
窗概不负责。 银行少给了钱，没看见哪个银行敲

锣打鼓寻找失主，银行多给了钱，竟发起如此严
厉的网络悬赏通缉，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
人负我，现在的银行有点当年曹孟德的霸气。

有人猜测， 这是该名营业员的个人行为，其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银行有严格规定，犯类似
错误的员工会受到惩罚。但银行对保护客户的个
人信息也有严格的规定。 如此作为，是从一个错
误，走向另一个错误。

(

文
/

小强图
/

春鸣
)

地下水污染监测
信息公开很重要

环保部
3

月发布消息称，《华北
平原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已
获国务院批准。 《方案》 提出，到
2015

年，初步建立华北平原地下水
质量和污染源监测网， 基本掌握地
下水污染状况。

此前， 中国地质科学院一项调
查表明， 华北平原浅层地下水综合
质量整体较差，且污染较为严重，未
受污染的地下水仅占采样点的
55.87%

。华北作为干旱地区，无论生
活和生产， 对于地下水的依赖都很
大，所以，必须全面摸清地下水污染
情况，有的放矢进行防治。

两年后建成华北地下水污染监
测网， 这凸显了国家防治地下水污
染的决心。地下水污染防治，不仅是
政府的事，作为公众，也有参与的权
利，“中国水危机独立调查” 的发起
人邓飞就建议， 环保部应鼓励民间
组织和民众参与到地下水污染防控
的工作中。

公众参与地下水污染防治，信
息公开是基础。 只有了解到真实的
地下水污染数据， 公众才能积极地
履行监督的权利， 有效参与到污染
防治中来。所以，地下水污染监测数
据，不能只做内部决策参考，而应毫
无保留向公众公开。

而且，这种信息公开，不是等到
污染监测网全面建成之后才做的
事，而应像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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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哪怕
数据不全面，只要有，就及时发布，

建一个监测站， 就发布一个监测站
的数据，满足公众的信息渴求。

地下水污染监测受到重视，社
会各界的推动功不可没。 希望在未
来的地下水污染防治中， 相关部门
同样借重公众的力量， 设法让受影
响的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众参与到
地下水保护的决策过程， 让他们有
机会提出意见，并让决策者听得到。

（国华）

银行通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