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提高城镇化效率

近年，中国的城镇化不断加
速。 目前，已经有超过半数的劳
动力在城市中就业。但是和中国
的整个经济发展一样，城镇化也
存在着一个效率低下的问题：一
方面， 城市建设浪费的资源太
多，城镇化的代价太高；另一方

面， 建成的城市结构不合理，运
营效率低下，降低了城市工商业
的竞争力和城市居民的生活质
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日前提出， 提高我国城镇
化的效率，应当采取以下措施：一

是进行地产制度改革， 落实农民
的土地产权。二是改革财政体制，

改变层级制的城市结构。 三是重
新界定政府的职能， 政府应当集
中力量办好它应该办、 但现在还
没有办或没有办好的事情。 做好
城市规划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

能，但需要注意，政府在做规划的
时候只能在市场趋势的指引下因
势利导， 而不能以长官意志取代
市场或逆市场趋势而动。 四是加
强对世界各国城市化经验教训的
研究， 提高我们自己对城市化的
科学认识水平。 （强国）

@

微评论
@

@

一语惊人
@

责任编辑：张德莲版面设计：祁琰校对：臧华时评·微言
A3

2013.4.２4

星期三

震后芦山为何能“定下神来”

在震中芦山采访， 发现一个
现象：虽然地震猝不及防，损失重
大，但有不少受灾群众还是表示，

地震来时非常害怕， 过后就没那
么慌乱了。

芦山县震后第二天就有商贩
开始营业。屋里不能待，就搬出烟
架子在路边卖。有金融机构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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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就开始接受存取款业务了。

雅安城区蹬三轮的师傅说， 汶川
都过来了，“有啥子可怕的”。

看上去有些奇怪。 汶川地震
时，虽然震中在百公里外，传到雅
安已经减弱了，可人们对那场地震
更心有余悸。 一位医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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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来的伤员收治情况时， 张嘴就
说“

５

·

１２

以来……”而这次震中就
在脚下， 为什么大部分老百姓这
么快就定下神来、各尽职守呢？

两天来， 一边采访， 一边观

察，一边思考。结论是，汶川地震，

让人们在沉重代价中进步了。

俗话说，一回生两回熟。汶川地
震

５

年来， 老百姓加深了对地震知
识的了解，知道了它的规律特点，对
地震发生时如何逃生自救、 怎么应
对，大体心里有谱。 人们进步了，而
地震作为一种自然现象， 没什么性
质上的变化。程咬金再横，三板斧后
也就没人怕他了；黔之驴再凶，技穷
以后照样被老虎吃掉。所以，对这些
自然灾害，我们了解得越多，就越能
找到防灾减灾的办法。

其次，思想上重视，行动上也
没闲着。 记者在芦山县城沿街采
访一天后发现， 不少房子都在
２００８

年后新盖或加固过。 而政府
机关、 医院学校等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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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对
各种公共安全事件都有预案，时
不时还演练一下子。 雅安人民医

院一进大门就能看到应急指挥
部，有协调车的，有帮找人的，有
接待媒体的， 分门别类， 一目了
然。 来求助的、有需求的，迅速就
能找到对应的部门， 接待人员也
是办事有序。从上到下，人人脑里
有根弦，遇事就不慌。

再次，信息透明，让人心里有
数。这当然也得益于通信方式更多
样更高效更可靠。震后初期电话不
通，人们通过飞信、微信、

QQ

、微博
等方式迅速传递信息。比如成都血
液中心急需血，发了微博，响应者
众多， 不到

５

小时血库就满了，又
通过微博告知不要来了。 另一方
面， 政府信息公开很及时充分，雅
安市政府也好， 芦山县政府也好，

都是一掌握新动态就通报。如此以
来， 人们心里头对发生了什么、将
要发生什么明镜似的。前途未卜才

发慌，心知肚明怕什么？

还有一个原因也非常重要。

好多群众说，越是灾难时刻，越觉
得部队可靠、 社会可靠、 政府可
靠， 心里踏实。 有老百姓就直接
讲，汶川地震时，真是看到了什么
叫“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从国家
领导的高度重视、一线指挥，到救
援部队的全力施救治疗， 从众多
志愿者积极参与到灾后的对口援
建，一切还历历在目，也让人们有
了信心， 全国人民都会和受灾群
众在一起，自己不会被抛弃。

灾难总是不期而遇。 如果每
一次灾难都能教会人一些东西，

让人们进步一些， 大家的心里也
就多一点踏实，不会慌乱。从汶川
到芦山，我们进步了。 而芦山，也
应该继续让我们进步。

（据《人民日报》 熊建
/

文）

审批放权关键在剥离利益

随着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督办削减审批权消息的发
布，从中央到地方，清理审批权的
报道一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据
悉，此次督办共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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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部委
的

600

多项审批权，其中，审批权
最为集中的国家发改委将受到
“重点照顾”。 而被列入督办需要
取消和下放的审批事项清单，也
将按照要求，一批一批公布。

众所周知，行政效能低下，政
令运行不畅，服务效率不高，政府
形象不佳，很大程度上，与行政审
批事项过多、审批程序复杂有关。

行政机关所以如此衷情于行政审

批，甚至“创造”审批程序、扩大审
批权力、增加审批事项，最根本的
原因， 就是行政审批是与利益密
不可分、形影不离的。

一方面， 行政审批本身就是
一种利益分配， 谁掌握的行政审
批事项多， 谁能够支配的利益就
多， 受到的重视和关注也多，自
然，权力也就越大。 如项目审批、

要素资源审批， 一旦比别人获得
优先，利益就会源源不断而来。反
之，则获得的利益很少，甚至受到
损伤；另一方面，审批过程也是利
益分配、利益攫取、利益转移、利
益瓜分的一种手段， 所有审批事

项、审批环节，都能给审批部门、

审批单位， 甚至办理审批手续的
个人带来不菲的利益。 从这些年
来的实际情况看， 哪个审批事项
多的部门， 不是过得比其他部门
滋润、比其他部门自在、比其他部
门有滋有味， 而这些部门的工作
人员，也是比其他部门办事方便，

更能得到各种利益关照。

也正因为如此，要想削减行政
审批权、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让行政审批不再成为政府职能转
变、效率提升、服务水平提高的“拦
路虎”， 就必须在利益规范上做文
章，在利益规范上下工夫。亦即让行

政审批事项不与利益直接挂钩，让
行政审批事项变成一种责任和义
务，而不是利益和权力。

所以，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
项，从一个侧面来看，确实可以起到
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能、提升
服务水平、改善政府形象的作用，但
是，从另一个侧面分析，如果在削减
行政审批事项过程中，不能有效地
明确责任与义务、权力与利益的关
系，有效降低权力和利益在行政审
批事项中的分量，再少的行政审批
事项、再小的行政审批事务，也会被
政府职能部门将权力和利益放大
到最大化。 （谭浩俊）

辞职
山东省金乡鸡黍镇

25

岁
女镇长韩寒遭举报， 称其升迁
得益于“济宁市委组织部副部
长”的老爸韩东亚。 对此，金乡
县委宣传部表示， 韩寒老爸职
位不假， 但韩寒此次升任镇长
是“高票当选”。昨日，韩寒与其
父同日辞职。

＠Y

博歪脖：这到底是“引
咎辞职”还是个人选择？

放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侯云春表示， 北京上海不能
放开户口。 社会保障问题是前
提性的问题， 不解决好社会保
障， 轻易把户口放开只能带来
更大问题。

＠

卡卡易创：户籍制度其
实就是保证体系的门槛，考学、

就业、医疗、养老等，试问各地
的保障体系都能达到京沪的标
准， 还有多少人会削尖脑袋去
北京上海发展。

义务
去年

7

月， 一个女婴降生
在虎门太平人民医院， 母亲却
因为产后出血在医院去世。 父
亲周某把医院告上法庭， 拒绝
接女儿回家。 这场医疗纠纷至
今无定论， 医院无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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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
大的孩子送往福利院。周某称，

自己月薪不过
2000

元，老婆没
了，接回家没人帮忙照顾孩子。

＠

想去走走：我只看到一
个有父亲的孩子被送往福利
院，其他还重要吗？不管医院有
无责任， 父亲都有抚养孩子的
义务。

“我们用一周时间走完了春夏
秋冬”

———石家庄一周内从高温到暴
雪，市民称“春如四季”。

出处：新华网
“青瓦台的女主人应该牢记，如

果将我们的核尊奉为民族共同资
产，则前途将一片光明”

———朝鲜国防委员会政策局发
表声明称核为民族共同资产。

出处：《郑州晚报》

“这属于历史遗留的问题，要迁
坟就要赔偿，学校经济能力有限”

———安徽一小学内矗立
6

座
坟，校方称是历史遗留无法解决。

出处：《市场星报》

“太可怕了，我双手被扣住，被
他们拖了百余米”

———陕西百名男子深夜打砸工
厂， 该厂负责人回忆被殴打的一幕
忍不住痛哭。

出处：《华商报》

“领导行程安排得比较紧，没时
间搬凳子”

———江西丰城市民政局干部们
与蹲着的敬老院老人们合影被批不
尊老，民政局否认。

出处：《京华时报》

“月入近万元，找对象怎么就那
么难”

———南宁殡仪服务从业者月入
万元恋爱难，无奈集体上街征婚。

出处：广西新闻网
“如果老公不打我，我也不会打

女儿”

———武汉一
90

后妈妈晒虐女
照片，在面对记者质问时如是说。

出处：《楚天都市报》

“成都将于
4

月
22

日发生
9.2

级地震”

———成都一网民发帖散布谣言
被拘，称雅安地震只是“前震”。

出处：《成都日报》

循 环 经 济

美国威斯康星州经济发展厅外国直接
投资经理博思理称，中国水环境修复将带来
上万亿元的商机。 目前，中国面临严重的环
境修复问题，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等越来越受
到公众关注，而外资也越来越关注由此而带
来的商机。 （

4

月
18

日《

21

世纪经济报道》）

在环境与发展的矛盾上，很早就已经明
确，我国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然而，现
实却还是无法绕开这条路。

治污也不是一件易事，尽管对环境的重
视已经不成问题，但在具体治污上，国内经
验、技术与产业却都跟不上实际需求。

外国企业看到了商机，也难指责其“趁
火打劫”。面对触目惊心的大气、水源和土地
污染，我们确实迫切需要援助，有效改善目
前的糟糕现状。

在外资“乐观”看待中国环境修复市场
的同时，除了汗颜，我们更应该行动起来。但
是， 我们的根本目的是让环境真的好起来，

而不是盯着相关产业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
的经济指标增长， 甚至形成污染和治污的
“循环”经济。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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