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热议的氛围中凝聚共识

11月12日，举世瞩目的中共十
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闭幕，会议审
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
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总任务
等重大事项。

会议公报一经公布，就引起了
国内外的热烈反响，很多新的提
法、新的组织部署，迅速通过各种
媒体广泛传播。关注会议公报、热
议中国改革的氛围，既反映了人们
对中国未来的期待，也给社会各界
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做了思想
准备。

事实上，本次“三中全会”很早
就成了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会
议公报的发布，则是将这种关注度
推向了新的高点。诸如“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等新提法，
迅速登上了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13

日出版的各大报纸，也都用了相当大
的篇幅，阐释公报中提到的各项改革
举措。与此同时，会议公报也引发了
境外媒体的强烈关注，包括路透社、
美联社在内的各大通讯社，在第一时
间进行了报道，美国《华尔街日
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在全球
具有影响力的报刊，也把焦点对准
了中国。

可以说，围绕着会议公报，形
成了一个热议改革的舆论场，人们

在讨论中表达着自己对改革的期
待。对很多农民而言，公报中有关

“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
源均衡配置”的内容备受关注；而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提法，对于
城市居民更有吸引力。事实上，社
会各界之所以关注会议公报，最关
键的还是对未来的改革之路充满
期待，很多人都希望在公报的字里
行间找到与自己相关的内容。从随之
而来的舆论热议可以看出，会议公报
调动起了社会各界的“兴奋感”，有力
地回应了公众对改革的期待。诚如联
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在看完公报后
所说的，改革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
中国发展的关键词，令人振奋。

当然，关注改革的舆论氛围里
免不了会出现争论，恰恰是在这种
热议中，人们凝聚共识，形成改革

的合力。很多时候，由于分析问题
的角度不同，或是所在立场的差
异，人们在谈论一些具体的改革举
措时，的确会有不同的观点，包括
这次，一些专家在接受采访或做客
论坛的时候，对全会公报做出的解
读也不尽相同。正是因为存在观点
上的差异，才会有讨论的空间，这
是社会充满活力的表现。而在争论
的过程中，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得
到了充分的表达，在相互理解中逐
渐凝聚起面向未来的改革共识。

改革的蓝图要想成为现实，既
要有中央的全面部署，也离不开每
个人的不懈努力。正如会议公报中提
到的，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
过河相结合”，要“广泛凝聚共识，形
成改革合力”。这也正是舆论热议

“三中全会”会议公报的意义所在。

关注会议公报、热议中国改革的氛围，既反映了人们对中国未来的期待，也给社会各界凝聚共识、

形成改革合力做了思想准备。这也正是舆论热议“三中全会”会议公报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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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龙敏飞

“严禁下达‘刑事拘留数’、
‘发案数’、‘破案率’、‘退查率’
等不科学、不合理考评指标，不
得以破案率、批捕数、起诉数、退
查率等指标搞排名通报……”日
前，河南省公安厅出台规范调查
取证、落实执法责任终身制等十
项措施。( 1 1月1 3日《中国青年
报》)

客观来说，设置“破案率指
标排名”的初衷是好的，但这项
制度在执行中走样变形，被“下
有对策”消解了善意初衷。个别
地方为了提高破案率，采取了

“不破案不立案”、“先破案再立
案”等极端的手段，一时之间让
破案率排名成为众矢之的。

“疑罪从无”等司法原则，在
“破案率指标排名”的主导下，都
被无情地遗忘了。最高法院常务
副院长沈德咏对此就指出：冤假
错案的形成与追求不正确的政
绩观包括破案率、批捕率、起诉
率、定罪率等有很大关系。而在

最近，公安部更是下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刑事执法办案
工作切实防止发生冤假错案的
通知》，要求严禁下达“刑事拘留
数”、“发案数”、“破案率”、“退查
率”等不科学、不合理考评指标。
由此可见，自上而下的共识已经
达成，废除不合理的“破案率排
名”已是必然。

要在官方文件和官方通报
系统中取消破案率排名，其实不
是什么难事，但一直以来，地方
公安部门的政绩考核方式、民
警优秀与否的评价机制等等，
都与破案率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这早已成为一种固定模
式。当一些办案人员的思维定
势仍然停留在破案率上，靠出
台“ 十项措施”就能完全纠正
么？毕竟，要废除一项政策考核
容易，要去除背后的思维模式却
很困难，难去GDP崇拜便是一个
现实的案例。

给“破案率”排名的思维需根除

葛公民论坛

近期有网民在微博上发布视频，称陕西省铜川市王益区的城管
执法人员将一位在市区内占道经营的小贩拉到了城外约20公里的山
野，然后弃之路边。记者13日从王益区宣传部了解到，当事的4名城管
执法人员已被停职检查。(11月13日新华社报道) 漫画/勾犇

除“害”

葛媒体视点

所有对中国稍有了解的人，都不
会否认近30多年发展的巨大成就；但
也只要对中国稍有了解，就能看到未
来改革的道阻且长。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曾预测，1个农民工变成城市居
民政府要花2 . 4万元，2 . 6亿农民工哪
怕1/10“市民化”就要花6300亿元，相当
于中国2012年GDP的1 . 2%。这才是中
国改革巨大成本的九牛一毛。

面对多元的利益格局、复杂的
矛盾冲突、巨大的风险挑战，有人担
心改革者的决心和勇气，有人怀疑
改革者的立场和态度，甚至散布不
敢改革、不愿改革、不应改革的言
论。改革开放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
头，除了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
路，没有选择。

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行动最
有说服力。35年改革开放的征程，无
时无刻不需要与陈旧的观念、僵化
的思想、冒进的冲动、小富即安的懈
怠宣战。如今，改革进入深水区，仍
有部门、地方的利益掣肘，仍有保
守、畏难的观念藩篱。方此之时，不
能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难
以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难以
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既跟不
上中央的改革步伐，更会有负于人
民群众的期待。

改革任重道远，但“没有比人更
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锲而
不舍坚持、义无反顾向前，我们脚下
的每一步，都是通往胜利的新里程。
(摘自《人民日报》)

我国反垄断法第七条明确规
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
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国
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
保护”，这就意味着排除了我国反垄
断法关于反垄断的禁止性条款。换
句话说，只要是“国有经济占控制地
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
的行业”，无论其资本并购还是签订
具有垄断性质的协议，其行为都不
受反垄断法的约束。事实上，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主管部门曾经
对国有垄断企业的价格行为多次发
起反垄断调查，但最终都不了了之。

解决我国市场中存在的垄断
问题，必须首先把国有经济占控制

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
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
卖的行业纳入反垄断法调整的范
围，让国有企业真正参与市场竞
争，与其他市场主体平等地享有权
利承担义务。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命
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企业，可以制
定专门的法律，规范他们的行为，
明确他们的定价策略，切实保护消
费者的利益。

可以这样说，要想真正打破垄
断，必须彻底割掉反垄断法的尾巴，
以专门的法律取代反垄断法原则性
的规定，让国有企业的职责更加明
确，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更加透明。
(摘自《法制日报》，作者乔新生)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打破垄断先割反垄断法尾巴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屌丝”文化也好，“土豪”文
化也罢，无非都是私人领域的粗
鄙化，虽有不雅，也无大害。而公
权力的粗鄙化一旦流行，却能严
重损害公共利益。当然，公权力
的粗鄙化也大多是从私人领域
延伸而来，只是因为权力不受约
束，才变得更加张扬。

公权力的粗鄙化最集中的
表现就是炫耀权力的威严。曾经
有媒体实拍了一些地方的政府
办公大楼，最终发现“山寨”成
风，各种拙劣的模仿比比皆是，
其中也不乏直接抄袭天安门和
白宫的。如果说建筑是无声的语
言，这种豪华又粗俗的建筑风格
则是权力的高调炫耀。除此之
外，一些官员对办公场所的装修
更加张扬。以至于一些基层部
门，原本是服务群众的窗口，也
开始追求脱离实际的高端大气，
皮沙发、老板桌、老板椅快成了
一种标配。“一身汗两脚泥”的群
众走进这样的办公室，不自觉地
就会感到手足无措，身处其中的
官员体会到的则是高高在上的
感觉。

权力的粗鄙化不只表现为

物质追求的粗鄙，也表现为人际
关系的扭曲。在一些地方，下级
官员称上级为“老板”或“老大”
已成时尚，这种看似亲密无间的
称呼，其实都反映了以权力支
配的人际关系。一些下级官员
以“仆人”自居，唯权力马首是
瞻，助长了上级官员的“主子”
心态。另一方面，一些官员欣
欣然做了“老板”或“老大”，也
处处关照自己的“手下”或“小
弟”。事实上，这个小圈子就是
以权力为基础结成的利益同
盟。“老板”或“老大”因为权力
资源在手，在下级面前呼来喝
去、颐指气使，在群众面前更不
记得什么是谦恭。下级官员为上
级官员打伞的照片在网络上一
再被曝光，却不能绝迹，也足见
这种风气已经影响深远。

在公权力领域流行的粗俗
风气，往往都是“四风”的具体表
现，也深为群众反感和厌恶。但
要根除这种粗鄙，不能仅靠官
员的自我修养，更需要制度的
笼子。只有以制度管权管事管
人，而不是反过来让权力操纵
一切，才能实现干部的清正和政
府的清廉，才能让每个人都活出
尊严。

官如“老板”，群众哪有尊严
——— 反思粗鄙的流行文化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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