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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智库”

来到百姓身边

“您是那位替咱们国家和
百姓扬威的将军，我听得出您
的声音！”今年的5月19日，一身
便装、佩戴墨镜的军事科学学
会副秘书长罗援少将来济南做
客齐鲁大讲坛时，在大街上被
热情的市民围住握手。

当时正陷于少数网络言论
“围攻”中的罗将军后来感慨地
说，走到普通百姓当中，让他立
刻感觉到了网络上不曾有的力
量和支持。随后，他在大讲坛以
极富激情的演讲风格，与济南
的近500位听众分享了他对钓
鱼岛、南海局势以及一些国际
问题的看法，中间数次被台下
掌声打断。

像罗援少将这样“级别”的
专家，从去年至今，齐鲁大讲坛
相继迎来了政治学家夏春涛、
毛寿龙，经济学家韩秀云，教育
学家朱清时、葛剑雄，外交名嘴
赵启正、吴建民，以及各个领域
的知名专家60多位。

许多专家报告中的口头禅
是：“我在给中央领导做报告
时，也是这样说的。”这些国家
级“智库”做客大讲坛，让很多
市民第一次在现场听到了对国
家政策的权威解读。

大讲坛风格

转向时事型

场场讲座不落的济南市民
徐先生说，备受关注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只需要听两场齐鲁
大讲坛，普通百姓就会对未来
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有一个清
晰的判断。这对于做投资的他

来说是难得的惊喜。
山东省社科联专门负责讲

坛专家联络的工作人员牛秀琳
告诉记者，实际上很多专家事
先他们都不认识，大多是通过
拨打这些专家的办公电话、查
找电子邮箱，甚至通过微博留言
取得联系的，但每一位专家接到
大讲坛邀请时，都欣然接受。

在大讲坛发展的3年时间
里，风格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每期大讲坛选择什么样的专家，
专家讲授什么话题，已经逐渐从
过去的知识型转化为时事型。

于是许多热心读者发现，
人们关注中石化反腐，反腐专
家何增科来了；人们关注经济
发展，韩秀云来了；关注高考改
革时，葛剑雄来了；南海问题紧
张时，罗援来了；朝鲜风云突变
时，朝鲜问题专家沈志华来了；
国家简政放权，行政专家毛寿
龙来了……

而每一个专家的到来，每
一场大讲坛的结束，便有一批
听众从中获知一次真正的“专
家解读”。

专家理论与百姓实际

正面碰撞

在齐鲁大讲坛上，每一期
专家演讲结束后，都有一个“保
留曲目”，那就是听众互动。就
是在这时，专家们的理论剖析
与普通百姓的社会实践，有了
正面碰撞的机会。

“我想让我的孩子考公务
员，您说合适吗？”在第67期讲
坛的互动环节，一位现场的女
观众将这个问题抛给了经济学
家韩秀云，韩秀云语出惊人：

“一定不要考公务员，因为这碗
饭是最后的晚餐了。”她解释说，

公务员的福利今后将不断减少。
“与其如此，优秀的年轻人不如
走向社会其他岗位。”

政治学家许耀桐做客大讲
坛时，一位衣着朴素的听众提
问，“中国如何在渐进改革与激
进改革之间做一个权衡？”许耀
桐解析，中国一定要走渐进的
改革道路。“不过，在渐变的过
程当中，到了一定阶段也不排
除采取一些激进措施来解决。
在根本的改革思路上我们是渐
进式的。”

“我确实没想到，普通百姓
想到的问题这么深刻和严肃。”
许耀桐回顾说。

接了地气，

专家带回民声

“何老师，如果您在给中央
领导做报告时，能不能也提一
下我们遇到的问题？”

今年的8月31日，国内知
名反腐专家何增科在做客齐鲁
大讲坛时，台下一位观众在互
动环节的一句恳求，让这位反
腐专家印象深刻。

前几天，何增科提出再次
做客大讲坛的意愿，而题目就
是观众提出问题后，他思考和
总结的新课题——— 网络反腐。

“齐鲁大讲坛已经成了普
及社科人文知识、传播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和
优秀品牌。”省委常委、宣传部
长孙守刚说，它对于促进社会
和谐，推动文化繁荣发挥了积
极作用。

12月13日，由山东省人民
政府主办的“首届山东省文化
创新奖成果报告会”在历山剧
院举行，包括齐鲁大讲坛在内
的全省30个项目获此殊荣。

第54期(3月24日)：姚景源
解读中国经济热点、难点

第55期(3月30日)：毛寿龙
详谈大部制改革

第56期(4月14日)：谢春涛
为大众讲解“中国梦”

第57期(4月27日)：周汉华
讲解政府如何做好信息公开

第58期(5月17日)：祁斌
纵论资本市场与地方经济的
发展

第59期(5月19日)：罗援
详谈周边安全环境和软实力
建设

第60期(6月14日)：陶文钊
纵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第61期(6月17日)：赵启正
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

第62期(6月29日)：郗英杰
为公众解读家庭教育问题

第63期(8月3日)：陈俨
西沙背后的军事博弈

第64期(8月31日)：何增科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与现代善
政

第65期(9月15日)：张希贤
新30年党群关系探索

第66期(9月21日)：徐湘林
转型期政府如何放权，让利社
会公共参与

第67期(10月13日：韩秀云
未来10年中国新形势

第68期(10月27日)：葛剑雄
中国的教育问题

第69期(11月16日)：夏春涛
十八届三中全会释放哪些信
号

第70期(11月23日)：沈志华
中朝关系演变与东亚冷战格
局

第71期(12月1日)：杨禹
三中全会中的农业红利

第72期(12月21日)：焦维新
“嫦娥”背后的中国探月之路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窦梅华 整理

齐鲁大讲坛
今年举办19期

12月1日，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杨禹做客大讲坛时，被观众争相索要签名。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窦梅华

朱清时、许耀桐、赵
启正、罗援、葛剑雄…………
许多济南市民都没想到，
这些名字如雷贯耳的专
家有一天可以面对面为
自己“讲课”，甚至留下电
话号码。

自2010年由讲坛升
级为大讲坛以来，齐鲁大
讲坛已经举办72场高端
讲座，各地分坛举办1500
多场各类普及型讲座，上
百位国内知名专家、省内
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将他
们对国家的思考带给普
通百姓。

齐鲁大讲坛至今已举办72场高端讲座

做做百百姓姓身身边边的的时时事事顾顾问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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