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待大部制改革释放更多“红利”

日前， 披露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
转变方案表明， 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即
将启动， 国务院组成部门将减少至

25

个。

改革的重点是， 紧紧围绕转变职能和理顺
职责关系，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实行铁
路政企分开，整合加强卫生和计划生育、食
品药品、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海洋、

能源管理机构。 （

3

月
10

日新华网）

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即将启动，彰
显中央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坚定决心。 它
意味着新一轮大部制改革即将紧锣密鼓地
展开，并逐步从中央推进到地方。 大部制改

革不仅仅是部门简单的合并， 更重要的是
可以更好地理顺部门之间的关系， 明确部
门之间的权限， 使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各自
运行其职责。

大部制是现代社会公共服务型政府的
制度产物， 也是市场经济成熟国家普遍采
用的政府体制模式。 据笔者所知，世界上成
熟的发达国家，政府部门普遍呈现“机构数
量较少，职能范围广泛”的特点。 一些大部
门可能下辖

20

多个执行机构和几十个咨
询委员会， 管理范围几乎涵盖所有相关或
相近行业。

现在， 大部制改革面临着继续深化的
问题。 笔者认为，推进大部制改革，需要
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破除部门利益
束缚。 改革必然面临复杂的利益博弈和
激烈的权力角逐。 部门利益、个人权力，

在大部制体制改革面前， 不应成为阻
力。 二是改革要追求质量，要深入。 此次
改革是历次机构改革的延伸， 同时又是新
的政府公共服务精神的起点，必须站在
一个更高的层次深化改革，使改革获得
明显的成效。

大部制改革，基础在合，要害在转，重
在提效。 此次国务院组成部门改革，可以减
少管理层次， 缩短议事链条， 方便集中决
策，明确问责行政。 我们期待，大部制改革
能更好地顺利推进，成为新一轮释放“改革
红利”的突破口。

(

黄春景
)

地沟油该“端”上议事桌了

年年两会， 地沟油都逃不了被讨伐的
遭遇，怎么灭了它，成为大家共同的话题。

在
3

月
9

日的全国人大会议广东团分组讨
论中， 钟南山就建议， 大部制形成统一部
门，对地沟油从生产、流通、消费三个环节
一管到底。 广州市市长陈建华则建议，在消
费终端使用量子生物科技来卡住地沟油。

陈丹代表表示，要给地沟油出路，制定标准
能用于正途。

此前， 武汉工业学院何东平教授根据
调查结果披露，全国每年有

200

万吨到
300

万吨地沟油回流餐桌。 地沟油回流餐桌显
然已经成为食品安全中较为突出的问
题之一。 正因如此，有关部门曾持续向
社会公开征集地沟油的检测方法， 并鼓励
群众积极举报涉地沟油的违法行为。 但由
于征集到的检测方法被有关专家认为

“特异性不强”，一时间治理似乎陷入僵
局。

现在，钟南山从破除“体制带来的监管
盲点”上给出了建议，陈建华则根据自身调
研给出了“十分简单”的检测技术和方法，

陈丹从给地沟油出路上观照， 呼吁制定标
准用于正途。 将几位人大代表的建议串连
到一起， 可以说就是治理地沟油回流餐桌
的“一揽子”措施，覆盖了源头监管、流通检
测、正途出口整个链条。 这让民众看到了根
治地沟油痼疾的希望。

还有一个利好消息是，

3

月
10

日，国务
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在作关于国务
院机构改革方案说明时表示，将组建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主要职责是
对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和
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实施统一监督管

理等。 “同一件事由一个部门负责”，是此次
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原则之一。按照这
个思路， 泛滥的地沟油回流餐桌问题，

有望被较少的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监管，

从而改变钟南山代表指出的“监管部门
‘九龙治水’、体制带来监管盲点”的尴尬局
面。

政府部门机构改革和职能定位，为
食品安全提供了体制利好；人大代表从
不同维度聚焦同一个问题， 为遏制地沟
油回流餐桌汇聚了推动力，这种情势下，地
沟油问题应该被“端”上议事桌了———这个
问题，不仅被“端”上人大代表分组讨论的
议事桌，还应尽快“端”上新的大监管部门
的议事桌。 群策群力之下，地沟油不会是一
个无解的问题， 这是改革带给我们的希望
和信心。

(

燕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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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字发言获 13次掌声

“好声音”是如何炼成的
3

月
8

日上午
9

时，全国政协十二届一
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
议，多名政协委员作大会发言。 全国政协委
员、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蔡玲脱稿发言《如
何避免“八项规定”一阵风》，不到

1000

字
的发言收获了

13

次掌声。 （

3

月
9

日《扬子
晚报》）

蔡玲演讲的题目是官方的会场上极少
听到的对“八项规定”落实的质疑。 蔡玲敢
言他人之不敢言，已赢得不少掌声。

首先，蔡玲的发言也基本脱离了“中国
官场式发言”的套路。 “脱稿演讲”不仅需要
智慧、记忆、魄力。 二者，蔡玲敢于揭露一些
被默认合理的潜规则。 她的发言，批评或讽
刺了当下官场的许多坏问题。 “不宴请，不
迎送， 心里不踏实”、“中央强调抓一下，强
调过后放一下，出了问题紧一下，形势好了
松一下”……她的发言表面上是一种幽默，

实际上却是纠偏。

三者，蔡玲的发言，不失建设性。 她的

建议包括“各级领导率先垂范”、“加强制度
保障建设”、“把长期监督落在实处”、“完善
干部选拔激励机制”等四个方面。

长期以来， 一些官员为了确保说话正
确，养成了“实话全不说，假话选择说”的
“生存哲学”。 其实，只要每个代表或委员的
演讲、发言、提案和议案，做到把内心的话
以幽默实在的形式展现出来， 都会获得掌
声，也都会成为“两会好声音”或“中国好声
音”。 （王传涛）

@

一语惊人
@

“蒙省长，别和我抢了，让我发几句言吧！ ”贵
州省代表团

8

日的分组讨论会上， 农民代表梁文
同与同为代表的贵州省副省长蒙启良“争”起了当
场会议的最后一个发言机会。 （

3

月
10

日《新华每
日电讯》）

也许有人认为梁文同有些冒犯， 毕竟只是一
介农民，而蒙启良是堂堂副省长。这种以身份取人
的观点不可取。 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发
言人李肇星曾说过：“这里没有领导，只有代表。 ”

诚然，无论是农民工代表还是领导，共同的身份都
是人大代表，有着一致的权利义务。

梁文同令人感佩之处在于， 他不仅敢和副省
长“争”话筒，更兢兢业业，不辱使命，他说，“到北
京这几天时间， 我准备了

5

条建议， 已经瘦了
5

斤，相当于一条建议瘦一斤。”代表为履职而瘦，为
公共利益而瘦，公众的权利才丰满。他建议政府加
大投入，尽快帮助农村更多的村寨硬化通村公路；

还提了关于加大力度建设农村电力设施、 降低贫
困山区农民合作医疗参合资金等建议。

当然，代表的角色意识不只体现在“争”话筒，

还体现在提建议、写议案，更包括监督政府。 全国
政协委员、 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朱永新说，“代表
委员，是荣誉，更是责任。若不能以天下为己任，为
民生而呐喊，而是仅仅享受这份荣光，那光环会很
快黯淡。 ” 这句话值得所有的代表委员好好品
读。 （

CFP

供图王石川
/

文）

在沿海某个厅级单位，一年
1068

个
会议，这个厅局的人员每天就要参加近

3

个会议，结果厅长不够副厅长顶，处长不
够副处长顶。如何看待“会生活”？两会期
间，记者向

25

名现任厅局级职位的代表

委员匿名发放了关于开会的调查问卷，

18

位干部认为开会“是工作的一部分”，

同时也有
12

人期待改革会风，拒绝“会
礮”。 （

3

月
10

日《新民晚报》）

综合记者的问卷调查， 关于“会多

多”， 厅局长们总体感觉是痛并依赖着。

这说明， 会议是风气与工作方式的双重
命题。就风气而言，会议冗长、参会对象
泛化以及程序与讲话浮华， 耗费了大
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无疑需要大力
精简与根治。 但就工作方式来说，会议依
然承担着政令畅通的工具。 比如，调查
显示， “传达上级文件精神” 的会议以
24

票高居榜首，“布置日常工作”和“听取
下级汇报”分别以

18

票和
12

票位居亚军
和季军。

“开会即落实”形成的依赖，说到底
还是施政方式上的偏差。 一方面，会议向
来都当作政令传递和统一步调的方式；

另一方面， 领导出席还是领导重视的信
号。 久而久之，没有会似乎下面就不会工
作了。

会议泛滥成灾很大程度上是被简单
单一的行政方式所绑架， 缺少的是施政
抓纲举目，靠制度与规则运行，靠监督问
责促落实的工作体系， 稀有的还是各负
其责和守土有责的行政构架和施政文
化。 转作风，改会风，一方面，缩短时间、

不讲废话、别说套话、解决问题，让该开
的会开出高质量；另一方面，需要从根本
上转变施政方式， 由会议主导向法令主
导转变，抓大放小，讲求落实，更多地用
行动来施政，摆脱会议依赖，从根本上减
少会议。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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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兮兮

“广东高校欠债
100

亿不会有危机，我
很放心”

———中山大学校长许宁生谈到了备受
关注的高校欠债问题。

出处：《广州日报》

“

××

网吧欢迎您”

———南京高校门口现加长林肯， 系网
吧免费接送车，车身贴有如此广告语。

出处：《现代快报》

“到北京这几天时间，我准备了
5

条建
议，已经瘦了

5

斤”

———贵州一农民代表殚精竭虑写建议，

称因此消瘦。

出处：新华网
“导演，这不太可能吧，这么冷的天，不

会有人想干这种事吧”

———日本一演员在抗日剧中被安排“强
奸村妇”，因时值隆冬而提出质疑。

出处：中国青年网
“我不是三四岁的孩子，不会随便说说

算的，以后每年的妇女节，母亲节，生日我都
会送东西给你”

———江苏一
7

岁男孩儿“三八节”送奢
侈品给心仪女生妈妈，附信中如是说。

出处：《现代快报》

“你给父母磕头表谢意，俺免门票作奖
励”

———驻马店一景区门口竖立“悬赏牌”。

出处：《大河报》

“只要能活一分钟，我就为老百姓服务
60

秒”

———吉林一退休民警
50

年义务植树
20

余公顷，称为人民服务为其终生目标。

出处：《城市晚报》

“上班要迟到了，只能闯，不然会扣工资
的”

———杭州一闯红灯者被交警拦下后如
是解释。

出处
:

《京华时报》

“‘东方不败’来郑求职，亲，你摊上好事
啦”

———郑州一女研究生扮“东方不败”举
牌求职。

出处：《大河报》

◎

木桦辑

“和副省长争话筒”

彰显角色意识

“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