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0年，17岁的他，失去了四肢
和左眼，此后靠假腿和铁拐重新站
了起来；1996年，63岁的他，在报告
会现场突发脑血栓，从此离不开床
榻。如今，已是81岁高龄的他，仍凭
借个人的毅力和对国家的信念，顽
强地挑战“极限人生”。他就是朱彦
夫，一个充满了革命理想信念的英
雄。(本报今日A10-A11版)

对于朱彦夫的奋斗历程，很多
人都耳熟能详，尤其是那部名为

《极限人生》的自传体小说，更成为
无数人追求人生价值的精神动力。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朱彦夫清正廉

洁、奉献自己、服务人民，虽然年事
已高，依旧用他的一言一行，诠释
着理想信念的价值。他的事迹，值
得每个人重新认识、铭记深思。

朱彦夫忍受的痛苦，是一个健
全的人难以想象的，他的事迹正是
建立在服务人民、回报社会的理想
信念之上。自从14岁参军，朱彦夫参
加过上百次战斗，因伤失去了四肢
和左眼。在常人看来，他为国家付
出得太多了，安享优抚理所应当。
然而，朱彦夫主动离开了条件优越
的休养所，在家乡的小屋里艰苦训
练，再次站了起来。不仅如此，在被
推选为村支书之后，他拖着伤残之
躯，带领村民治理荒山、兴修水利、
发展教育，时时刻刻践行着群众路
线。试想一下，没有自强不息的精
神，没有为民服务的理想，这些感

天动地的事迹从何而来？
相比大多数人第一次听到朱彦

夫这个名字的时候，今天的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不过也常有人感叹，有些人的理
想信念动摇了，重要关头的抉择、认
知价值的标准，逐渐倾向于个人获
得了什么。不少大学生走出校门之
后，起点低的基层不愿意去，条件苦
的中西部更是不考虑，早早地向往
起“养老”般的安逸生活。而在“八项
规定”等明令之下，抱怨公务员“不
好当了”的大有人在，仿佛没了“灰
色收入”就“干不下去了”。理想信念
缺失的人，只强调回报却不愿付出，
甚至不惜挑战党纪国法的底线，必
将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正因如
此，朱彦夫清正廉洁、奉献自我的宝
贵品格，更值得人们学习。

如今，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
深水区，既需要顶层设计，也要求每
一个人为之努力。改革意味着利益
格局的变动，阻力与困难无法避免，
唯有树立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
才能正确认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
益、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在改革的
大潮中鼓足勇气、攻坚克难。理想信
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
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人没有
了理想信念，就容易在利诱面前迷
失，找不准方向、分不清是非；一个
民族没有了理想信念，就失去了搏
击风浪的勇气，就可能在改革的困
难面前败下阵来。

此时此刻，重新“认识”朱彦
夫，意义深重。唯有坚守理想信念，
方能挑战“极限人生”，推动“中国
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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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近年来地方政府过分依赖土
地收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不
仅带来了城市规模的无序扩张和
土地资源浪费，引发了房地产价
格暴涨，地方经济结构畸形发展，
也带来了地方政府负债居高不
下，债务风险不断攀升。“土地财
政”收入模式不仅不可持续，而且
已成为今后发展的障碍。

“土地财政”收入模式产生的
制度症结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
权与事权的不匹配，因此，解决

“土地财政”的关键在于改革现行
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现
代财政制度”的财税改革总目标
和方向是“完善立法、明确事权、
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

提高效率”，围绕破解“土地财政”
难题，要深化房地产税和转移支
付制度改革。

房地产税是世界上大多数国
家和地区普遍征收的一个税种，
并已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
推进房地产税改革，逐步实现土
地以“出让收入”为主向“保有使
用税收收入”为主的转型，不仅是
实现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客观要
求，也有利于合理调节收入分配
差距，有利于为地方政府提供持
续、稳定的收入来源。(摘自《文汇
报》，作者石建勋)

理想信念是抵达人生“极限”的动力
改革意味着利益格局的变动，阻力与困难无法避免，唯有树立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才能正确认识个人

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在改革大潮中鼓足勇气、攻坚克难。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本报评论员 吉祥

19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柏
继民向大会作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时指出，今年省人大常委会将结
合审议专项工作报告、视察和执法
检查报告，对企业技术进步和自主
创新、大气污染防治等项工作开展
专题询问。

询问权是人大依法履行职责、
监督“一府两院”的重要形式，专题
询问作为询问的延伸与发展，自
2010年首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

以来，便因其议题设置更为明确、组
织性更强、集中性更高等特点，收到
了比询问更好的监督效果，创新了
人大监督“一府两院”的形式。省人
大常委会首次将专题询问纳入年度
工作计划，依法履行宪法和法律赋
予人大的职责，有利于增强人大监
督的实效。

从各级人大目前已经开展专题
询问的情况看，专题询问针对性普
遍比较强，往往围绕一个地方的重
大战略部署或是老百姓关注度比较
高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省人大常
委会也遵循这一惯例。企业技术进
步和自主创新关系到我省的产业升
级，郭树清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连提七个“能不能”可见我省产业升
级的迫切性，省人大常委会及时围

绕省政府重点工作展开专题询问，
可以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推动政
府部门把“转方式、调结构”落到实
处。围绕大气污染防治展开专题询
问则直指严峻的雾霾问题，这也是
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从政府到群众普
遍关注的议题，人大常委会通过专
题询问的形式介入，可以检视政府
部门的工作成果，看看“死磕”得怎
么样。

专题询问作为一项创新举措，
“问”的效果如何，也需要一定的程
序和规则进行保障。在专题询问开
展比较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有
一些“技术性”措施。比如，全国人大
常委会将专题询问常态化，提高了
议题的广泛性，仅十一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便举行了九次，而且应询的

各部委官员级别普遍较高，绝大多
数是部长亲自应询，保证了专题询
问的权威性，让人大常委会委员的
意见和问题能够及时得到反馈。每
次专题询问还通过电视和网络的形
式向社会直播，提问的质量如何？回
答的情况如何？公众一目了然。这既
增强了公开性和透明度，也保证了
专题询问不是走走过场。

当然，对一些热点、难点问题，
一问一答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这
就需要引入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
对专题询问后继续交办“一府两
院”解决的问题，人大常委会可以
加强督促，并对办理情况进行全过
程监督，从而更好地保证专题询问
的严肃性，发挥好专题询问的监督
作用。

专题询问让监督更有实效

□赵丽

38位安徽农民开农用三轮车返
乡时被德州执勤交警拦下，交警帮
助他们联系了旅馆，还联系了长途
大巴送他们回家。(本报今日A12版)

对这些农民工提供住宿和交通
方面的帮助，按说不是交警的分内
事。德州交警这么做了，正是因为他
们有帮群众排忧解难的热心肠。这
种“多帮群众一把”的责任感，也是
服务型政府的应有之义。

在一些政府部门，“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情形仍不少见。一些公

职人员把自己的责任边界分得非常
清楚，对工作范围之外的事，丝毫不
肯多说话、多操心，于是出现了这样
的场面：群众要办证明但缺少某份
材料，找了好几个部门都被一句“不
归我们负责”挡回去……

如此冷冰冰地“置身事外”，体
现了有些人的群众观存在问题，和
群众感情不深，不能换位思考。由此
说话办事还是从本位主义出发，缺
少为民服务的主动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
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
府和服务型政府。德州交警帮助外
地农民返乡，正是政府部门主动服
务群众的生动例子。其他地方不妨
将此作为“标杆”，督促自己改进。

葛齐鲁视点

为人民服务就得多管“闲事”

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经济
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和政治建设
的进一步法治化将是中国深化改
革的两个主轴，但是，如果把这简
化为公退私进，是对改革的一种
片面理解和误读。事实上，经济和
政治领域的改革在本质上是要厘
清经济活动和政治权力的关系，
把市场的还给市场，把政治的还
给政治。所以，在进一步的深化改
革中，政府公权力是有进有退，而
不是简单的公退私进。

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当时
的种种原因，我国实行的是一种
党政企三位一体的社会体制。在
这种体制中，企业或经济活动单
位其实就是政府，在现实中承担
了大部分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真正纯粹的

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在相当长一段
时间里发育不健全，甚至基本缺
位。

但是，随着三十多年来的改
革，党政企三位一体的结构基本
被打破，企业或经济活动单位不
再承担政府的管理职能，地方政
府本身在公共管理领域的不足与
缺位立即表现出来，政府在食品
安全、交通安全、社会治安、执法
能力、公共设施的提供和管理等
方面的短板日益明显。从这个意
义上来讲，随着政府公权力从经
济活动单位的退出，随着企业把
公共管理的职能还给政府，政府
公权力需要填补改革带来的公共
管理真空，政府也亟须加强在公
共领域的管理能力。(摘自《环球
时报》，作者寒竹)

用深化改革破“土地财政”

改革不是简单收缩公权力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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