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的一组报道引起了不少人
的共鸣：一是北漂小伙办护照遭遇
工作人员刁难，白白跑了3000多里
路；二是大学生自办合作社，原本一
个电话就可以解决问题，却被县镇
两级工商部门“踢来踢去”。

办事机构的“庸懒散”让人恼
怒，不过现实中许多人对此见怪不
怪。面对类似情形，如果总是选择

“隐忍”，都等着别人出头，自己搭便
车，那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怪

现象”大大方方地存在，变成“老大
难”问题。

就拿到公权力机关办事来说，
有些群众对政府部门“门难进、脸难
看、事难办”早已“习惯”，登门办事
之前就做好了“任人宰割”的心理准
备，遇到工作人员态度良好、办理程序
简洁顺畅，反倒觉得很意外。不仅如
此，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忍术”都
很常见。看见有人在公共场所吸烟或
买票时插队，心里虽然不满，但还是闷
声不响。内心的想法是，最好有别人

“出头”，自己可不能去冒险、费力。
正是这种想法使得问题恶性循

环。面对不正之风或者不文明现象，
是否勇敢地主张和行使权利，往往

会对事件走向有截然不同的影响。
其实，很多时候，“怪现象”头上是有

“紧箍”的，它们最怕的就是较真。那
个自办合作社的大学生就是个明显
的例子，他用书信的方式把自己的
遭遇反映给了当地工商部门的负责
人，最终换来工作人员态度的转变，
证件也办了下来。

而且，有时候较真只是举手之
劳的事，成本并不高。对公权力机关
的不当行为，群众可以通过意见簿、
市民热线、举报信箱等途径进行反
映。面对不文明现象，一句提醒和劝
阻也常常会收到效果。过分的隐忍
非但解决不了问题，还浪费了这些
现成的途径。

当然，在一些地方，民众投诉维
权渠道不畅的情况依然存在，群众
反映问题耗时耗力，甚至还会遭遇
打压。此时其实更需要有人站出来，
因为“嫉恶如仇”的氛围一旦形成，
才会对那些妄图挑战公序良俗的人
形成有效的震慑，反之他们的气焰
将越发嚣张。

说到底，无论是公权力机关作
风的转变，还是对社会公德的坚守，
都离不开人们的主动作为。良好社
会风气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公共秩序遭到破坏、社会公德受
到挑战的时候，不妨少一点“忍术”，
多一点“出头”的勇气，以实际行动
改变不正常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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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纵横谈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少一点“忍术”，多一点“出头”的勇气
——— 反思“身边的怪现象”之二

很多时候，“怪现象”头上是有“紧箍”的，它们最怕的就是较真。如果总是选择“隐忍”，都等着别人

出头，自己搭便车，那“怪现象”只会愈演愈烈。

□赵丽

这段时间，江西、贵州等地的媒
体相继刊登中央巡视组反馈通报会
的情况，报道中肯定成绩的内容大
幅缩减，直陈问题的内容大幅增加。

这种做法值得提倡。现在，不少
地方开会、写文件有这样的习惯：说
问题时总要带上许多铺垫，开口批
评前得先把成绩摆足。即使是专为
查摆问题而开的座谈会、通报会，讲
成绩的话也要占相当篇幅。

有批评有肯定，看似是全面客
观，实际上，铺垫的话太多，好听的
话太多，掩盖了实质问题，冲淡了批
评的力度。俗话说，成绩不讲跑不

了，问题不说不得了。老是搞“功过
三七开”，难免不痛不痒、不咸不淡，
于清除积弊没啥好处。如此瞻前顾
后、面面俱到，群众看了也不舒服。

为啥不能一针见血刺破脓包？说
到底，还是不愿“动真格”、不敢“硬碰
硬”。有些党员干部信奉“你好我好大
家好”，凡事都想给别人“留面子”，以
方便给自己“留后路”；有的单位和个
人甚至把查摆问题当成表扬和自我
表扬的机会。这样的做派，看似手下
留情，上下讨巧，实际上可能害人又
害己，还是早点改变的好。

葛时事微微谈

农村经济学家迈克尔·利普顿
曾提出“城市偏向理论”：当今世界
穷国的最重要的阶级斗争，既不是
资本和劳动的斗争，也不是外国利
益与本国利益的斗争，而是农村居
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斗争。我国的
新型城镇化，就是在城乡共同发展
中从制度上消除和防止这种矛盾
和斗争，使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共
享发展成果。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
改变地方政府竞争模式。

地方政府竞争曾经是中国经
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现在看来存在
不少问题。伴随着地方政府日益深
入市场，“政府即公司”的弊端越来
越突出；形成产能过剩的根源，往

往在于政府替代市场，政府成为投
资主体。这些年许多重复建设、低
效率的投资，大都是地方政府主
导、推动的结果。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需要绿色增长与绿色转型，地方
政府竞争产生的“造城”运动，不是
新型城镇化。

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处理好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原有体制
下，地方财政支出责任大，不得不
搞土地财政。新一轮财税体制改
革，应该在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前
提下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
在此基础上，未来各地政府将在另
一个层面上展开竞争：比谁的市场
更开放，比谁的服务效率更高，比
谁更加遵守市场“游戏规则”，比谁
城乡更加平等、和谐。(作者李旭
章，摘自《学习时报》)

葛媒体视点

推进新型城镇化需改变“公司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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