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百姓饭，上好群众生活这堂课

二两猪肉大葱包子、一碗炒
肝、一份芥菜，习近平总书记近日
的一顿简单午餐被百姓津津乐道。
不少网友在点赞之余，还来到庆丰
包子铺专门尝尝这份21元的“习大
大套餐”。这不是包子第一次走上
习近平总书记的餐桌，在今年去河
北调研时，他吃的就是素包子、乱
炖和缸炉烧饼，一顿饭的花费也是
二十来块钱。而就任总书记后首次
外出考察时，习近平吃的同样是简
单的自助餐。

出行不封路，吃饭排队，不仅

吃得简单而且带头“光盘”……“打
铁还需自身硬”，要求别人做到的
首先自己要做到，作为党的总书
记，习近平带头反“四风”，遵守中
央八项规定，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
用。他自掏腰包，自觉排队买包子
的举动也提醒各级领导干部要经
常下基层接接地气，补补群众生活
这堂课。

不可否认的是，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一
些领导干部中盛行，出行摆架子，
习惯迎来送往，前呼后拥；吃饭讲
排场，出入的不是私人会所就是高
档酒店的包厢。当领导干部过于注
重个人享受时，久而久之便会自觉
高人一等，产生特权思想，不将自
己作为普通百姓的一员，在生活方

式上特殊化，拉开与群众的距离。
与群众的感情联系、利益联系断
了，这样的领导干部容易对群众的
疾苦表现出淡漠，在政策制定上考
虑的不是百姓冷暖，而是一小部分
利益集团。长此以往，更容易被权
钱交易、权色交易钻了空子，成为
百姓深恶痛绝的腐败分子。

有鉴于此，中纪委近日就发出
通知，要严肃整治“会所中的歪
风”，要求党员干部承诺不出入私
人会所、不接受和持有私人会所会
员卡，自觉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
的监督。这实际上也是提醒我们的
领导干部，要严防在生活方式上脱
离群众，腐化堕落。

“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
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群众

对习近平的亲民行为纷纷点赞，说
明老百姓乐于见到领导干部的平
民生活和平民情怀，无论他的级别
多高，都可以成为普通百姓的一
员。当然，大家更希望习近平总书
记这样的举动，能够起到上行下效
的作用，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
着一级干。

这也告诫我们的领导干部，应
时刻不忘作为人民公仆的本分，要
牢记自己是人民群众的一员。贯彻
落实群众路线，不是空谈几句口
号，而是要实实在在地走到群众中
去，和老百姓同坐一条板凳，同围
一张餐桌，切切实实关心老百姓的
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在生活方式
上多多靠近老百姓，做群众工作时
也会多点感同身受，换位思考。

习近平带头反“四风”，遵守中央八项规定，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他自掏腰包，自觉排队买包

子的举动也提醒各级领导干部要经常下基层接接地气，补补群众生活这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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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吉祥

□徐瀚云

山东省农业厅近日全面开展农
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而农产品的突出问题是农药残留超
标。(本报今日A08版)

对消费者来说，农药残留超标
会直接威胁到食品安全，理应避免。
不过，对于耕种在田间地头的农民
来说，为了增产增收，不可避免要在
生产、储存过程中使用农药，更有不
法商贩将高毒、剧毒农药推荐给农
民，让食品安全在源头上就留下了
隐患。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农业

部门通过制定相应的监管制度，强
化日常检查，将制度规定的针对农
药生产、销售、使用环节的标准落到
实处，对违反农产品安全的行为加
大处罚力度，让违法者付出沉重的
代价。同时，将检查的结果定期向社
会公开，让消费者发挥监督的重要
作用。

在目前农民分散经营、农产品
市场不成熟的情况下，政府部门也
应通过价格调节的形式，在市场上
对安全无公害的农产品有所倾斜，
调动农民自我监管的积极性，自觉
主动地遵守农药使用规范，不滥用
农药，从源头保证食品安全。如果生
产安全农产品能够获得更多的好
处，谁还会主动挑战法律的权威呢？
(作者为本报经济新闻中心见习记
者)

劳教消亡见证法治文明

让农民看到安全生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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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是土地污染治理第一步

□舒圣祥

近日，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
元表示，环境保护部土壤状况调查
结果表明，全国中重度污染耕地大
体在五千万亩左右。下一步为解决
土地污染问题，国家每年将拿出几
百个亿，启动重金属污染耕地修
复、地下水严重超采综合治理的试
点。(12月30日新华网)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全国土
壤污染情况的官方数据，虽然土地
污染普查结果早就有了，却一直被
当做“国家机密”。相比此前“全国18

亿亩耕地的10%以上或已受重金属

污染”的坊间说法，五千万亩耕地
中重度污染的官方数字，无疑小了
很多。这显然不是一个精确的数
据，而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

新华社曾报道，国土资源部、
中国地质调查局等部门，正在建立
涵盖81个化学指标的地球化学基准
网，并将在此基础上绘制土壤重金
属“人类污染图”。公众希望的是，

“人类污染图”不要再像土地污染
普查结果一样，被锁在抽屉里秘而
不宣。因为越是这样，公众越是担
心土地污染情况已严重到无以复
加；如果相关部门连信息公开直面
污染的勇气都没有，稀里糊涂的土
地污染治理又怎能让人放心？

没有安全的田间，就没有安全
的舌尖。因为镉大米事件，土地污

染被广泛关注。其实，超标的有害
重金属何止是镉，重金属超标的农
产品又何止是稻米。矿山采冶、工
业“三废”、污灌、固废堆放等，让很
多土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毒土地”。
每年使用的大量农药，仅有0 . 1%左
右作用于目标病虫，99 . 9%的都进入
生态系统，同样造成大量土壤被污
染。相比人为添加的食品安全事
件，土地污染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
无疑更为严重。

不久前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特别强调，要从田间地头开始，把
住生产环境安全关，治地治水，净
化农产品产地环境，切断污染物进
入农田的链条，保障“舌尖上的安
全”。这给了我们美好的期待和愿
景，但指望“每年拿出几百个亿”就

能改变土地污染现状，恐怕有些太
乐观了。

对我们来说，除了治理资金的
问题，还有治理技术的问题，更有
治理决心的问题——— 如果土地污
染情况都要藏着掖着，治理决心又
何以体现？以信息公开直面污染现
实，这是土地污染治理的第一步。美
国环保署网站有张互动地图，题目就
叫“我所在社区的污染治理图”，上面
显示了全美各类污染地块的位置。人
们可以查看自己所在的地区是否是

“毒地”，还可以进一步点击检索该地
块的详细情况。我们也希望，中国的
土地污染情况不再是“国家机密”，能
让公民随时查看自己居所是否是“毒
地”以及相应的治理情况——— 人人
知情，而后共同参与。

葛公民论坛

中国国企改革的目标绝不是
将一百多万亿元的国有资产私有
化，这在目前不太现实，前苏联的

“私有化”和休克疗法结果大家都
看得很清楚，在权力与市场边界
不清和收入分配两极化的情况
下，快速“私有化”反而加速了权
贵资本集聚资源和权贵私有化的
进程。

国企改革只能先通过分级处
理，比如真正涉及国计民生和要
发挥社会责任的就划归到公共服
务类，把与民争利和属于竞争类
的项目分离或市场化转让。另外，
将上市类和不关乎国计民生的应
该划归到竞争类，让其平等享有
资源、平等竞争，打破垄断。

未来尤其要放弃对上市央企
的“圈养”。既然他们已经是上市

公司，就应该让他们自由参与市
场的竞争和淘汰。如果老把他们
供养起来，其他民营企业根本无
法与这些“圈养”的公司竞争，这
些公司永远不倒，会对其他非公
企业的投资、利润、市场竞争等都
产生一系列的挤出效应，也会阻
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因此，这一次国企改革不要
再鼓励国企央企行政主导下的重
组上市，一定要吸取央企上市扩
张的经验教训，减少股市的行政
供给，应顺应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的大势，将竞争性国企的生死存
亡交给市场机制去决定。(摘自

《中国经营报》，作者苏培科)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一些家长反映，子女所在学校强制学生购
买乐器葫芦丝。一校长表示，葫芦丝学起来简单、快速，这是为了“应付”上级
教育部门的艺术素养监测。(12月30日中新网) 漫画/张建辉

“速”质教育

国企改革不能再敷衍

葛记者手记

葛媒体视点

劳教制度最终走向消亡，是
社会进步的结果，提供给我们一
个普遍性的启示则是：与人一样，
国家法治的肌体，也需要经常洗
洗澡、治治病。如果说当年“收容
遣送办法”因孙志刚事件而废止、
旧拆迁条例因各种强拆事件而终
结，那么此次通过法定途径废止
劳教制度，则更接近于主动的清
理，意味着公民自由权利再一次
得到伸张，宪法的权威和尊严再
一次得到维护。

法治首先乃良法之治。一国
的法律体系中，宪法是最高法、根
本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
本利益的实现。”宪法的有效实
施，要求其他法律法规与宪法相

违背时，能够得到快速而果断的
制止和追究。对此，我国宪法将

“监督宪法的实施”职权赋予了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使其有权撤
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
规。从这个角度看，此次全国人大
常委会依职权废止劳教制度，正
可感受到宪法实施的脉动。

在法治的长征中，当我们若
干年后回望劳教制度的废止时，
或许能够清晰感受到这一时刻的
历史性意义。废除劳教清除的不
仅仅是违宪的旧规范，清洁的也
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的肌体健康；
在更大的意义上，它见证了制度
文明进步的力量，折射出上下互
动共同推动法治中国的共识。(摘
自《人民日报》，作者傅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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