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清河治污应打通“上下游”

本报于日前进行了小清河治
污调查。多地调查结果显示，小清
河虽经多年治理，但是水质还未得
到彻底改善，在个别地段甚至还存
在着很严重的污染现象。

作为山东唯一的一条海河联
运河流，小清河在历史上曾经是一
条“黄金水道”，也承载着沿岸居民
许多美好的回忆。为再现水清鱼肥
的昔日美景，山东省和沿岸各市进
行了长期的治理，据公开资料，18年
来仅济南段的治理就投入了上百

亿元的资金。重金治污确实体现了
政府对问题的重视和治理决心，但
是如果不能取得持续有效的效果，
不仅投下的钱容易打水漂，还会给
群众留下小清河治污无解的印象。
经过多年的摸索，相关部门应该以
创新的思维实施整体性治理，破解
小清河的治污难题。

对于小清河的治理，沿岸各地
不可谓不重视，都想使之成为当地
的城市景观带。拓宽河道、建设园
林等措施的确能提升景观水平，但
是水质得不到有效改善的话，整治
效果也只可远观，不可亲近。小清
河治污难的根源就在于各地的污
水治理达不到应有水平。尽管各
地陆续建设了不少污水处理设

施，但是很难跟上城市发展的速
度。市区人口膨胀产生大量生活废
水，一些企业为节省成本时有偷
排，一些地方污水管网跑冒滴漏严
重，更多的农村缺乏污水管线，种
种现象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小清
河治污难的症结。由此可见，小清
河治污不只是“下游”的环境保护
问题，还涉及“上游”的产业结构、
企业监管、城乡差距等诸多问题。
没有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
思想观念的根本改变，重金建设的
河流景观带也只能一时鲜亮，很难
长期保持。实际上，小清河在历史
上也不只是一条景观河，它自身还
具有很大的航运价值。治理小清河
不仅要恢复它的容颜，还要赋予它

生命，让它真正活起来。一条船只
穿梭往返推动经济发展的河流，更
能让沿岸居民直观地认识到小清
河和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进而真
正地关心它、爱护它，不再把它当
做一条公用的“排污沟”。

让小清河复航，重现昔日“黄
金水道”，必须以整体性治理防止
各地头疼医头、各自为战，这需要
政府、企业和公民积极参与，而政
府能否整合各类资源打通“上下
游”起着关键作用。自古以来，对河
流的治理都体现着政府的社会治
理能力，如果河流都治理不好，也
很难让百姓心安。因此，各地既要
认识到小清河治理的复杂和艰难，
还要有紧迫感。

小清河治污不只是“下游”的环境保护问题，还涉及“上游”的产业结构、企业监管、城乡差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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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数据，初
步核算，一季度全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为12821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同比增长7 . 4%，增速比上季度回
落0 . 3个百分点。与此相关的“中国
经济增速放缓”，也成为备受关注的
话题。

诚如《财经》杂志本月初刊登的
一篇文章所说，尽管GDP并非衡量
经济社会发展的完美指标，但完全
忽略GDP的发展同样会使我们走向
另外一个极端，“就业格局的逐步恶
化、居民收入的增幅下降、公共财政
的羸弱不堪等等，都不利于人们向
往的美好生活的最终实现。”

从数据来看，中国宏观经济承
压前行的态势并未发生变化，但舆
论普遍充满信心。正如新华社解读
文章所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
景之下，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已经成
为发展中的一种常态，这既是发展
方式转变的结果，更是发展阶段变
化的体现。”

对改革的期待是信心的重要来
源，而居民消费也是不容忽视的增
长动力。人民网《金台观察》专栏刊
发评论称，中国消费结构仍处于升
级区间，“住房汽车等消费需求正迅
速提高，尤其是资源消耗较少的需
求——— 文化、教育、医疗以及养老
等，在中国还仅仅露了一个头。”随
着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消费对经济
的贡献也在不断提高。

有信心是好事，如何把信心变
成实际的动力，关键就在于产业结

构能否顺势升级。北京大学金融与
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在接受中
新网采访时就表示，在转型换挡时
期，不可能还在高速运行，“现在产
能过剩，结构非常不合理，如果再不
调整，问题就会非常大。”

结构调整是一方面，政府如何
应对增速放缓也至关重要。此次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4年年会上强调，中国不会为经
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
策，《北京商报》的评论以《“强”式刺
激不是强刺激》作为题目，可谓一语
中的。

不过，对于这一整体思路如何
“落地”，财经评论人郁慕湛提出了
担忧。在他看来，目前已知的地方
政府重点投资计划已经超过 7万
亿元，“照此势头，如果全国各地
都列出自己的重点项目投资计
划，再加上各部门的重点投资计
划，总数要有1 0多万亿元了吧？”
他建议各地各部门把投资重点放
在环境治理等民生方面，积极吸引
民间资本参与其中。

表明信心也好，提出担忧也罢，
终归都是对中国经济的关心。正如

《新世纪》总编胡舒立在专栏中写
到的，方向已明，但知易行难，“中
国经济既不会因为唱衰而衰，亦
不会因为唱多而多。中国经济的
未来，取决于自身的政策、竞争环
境，尤其取决于能否彻底拒绝饮鸩
止渴，全力推进改革。”

(娄士强 整理)

方向已明，知易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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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村民当主角
——— 聚焦乡村道德建设之三

□王传涛

近日，在河南信阳市浉河区
政府官网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浉
河区委书记称，拆迁工作人员是

“最可亲、最可敬、最可爱、最可
歌、最可颂的人”。而与此同时，有
网友发帖称，在浉河区的这次拆
迁中，他家遭到野蛮拆迁，父母还
被打倒在地。(4月16日中新网)

仔细一想，拆迁人员在区委
书记那里被赞为“最可爱的人”，
也实属正常。一个被卖地和拆迁
左右了发展速度和财政收入的地
方政府，自然会对贡献最大的那
个群体投以无比奔放的热情。在
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眼里，只有
那些能够给他们带来政绩的拆迁
人员，才会让他们感到亲切。

“最可爱的人”道出了无所掩
饰的“拆迁依赖症”。数据显示，
2013年全国卖地收入突破4万亿

元，刷新2011年3 . 15万亿的历史纪
录。而2013年我国政府的财政收
入是12 . 9万亿，卖地在地方政府
收入中的分量，相信也有了最好
的说明。地方官员将“最可爱的
人”这一殊荣颁给拆迁工作人员，
也只是这种现状的正常反应。

不过，“赞美”如果是硬币的
一面，那么另一面写的很可能是

“冷落”和“无视”。值得追问的是，
拆迁人员的“努力”是否都符合法
律规定，那些被拆者的合法权益，
又是否得到了有效保护。

因此，当地相关职能部门有
必要更广泛地倾听民意，并对居
民反映的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情
况属实的更要对相关责任人严肃
处理。毕竟，地方官员也该努力成
为群众心中“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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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赵丽

在我省一些乡村，由村两委
负责组织的“四德榜”、“赡养榜”
评选已经形成了传统，这样的“榜
单”比较稳定地发挥着道德引导
的作用，但是，还有许多村庄的道
德建设处于空白之中，由谁来打
破僵局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现实中，若没有上级政府或
者民间力量的推动，一些镇村主
动开展道德实践的动力并不足。
当问及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时，鲁
西北地区一位村支书坦言，近些
年来村两委主要忙的是计生和土
地，道德建设还属于锦上添花的
内容，如果上级政府不推动，村里
较少进行组织。而且，现在各家过
各家的日子，如果村两委致富能
力不强、公信力不高，那很难有凝
聚力。所以即使村里带头倡议讲
道德，群众信服不信服还是个问
题。聊城市一位乡镇负责人也谈
到了自己的经历：春节时他所在
的镇提议，春节期间给父母磕个
头、洗次脚、捶捶背。其他乡镇的
干部听说这件事后，感到很不可
思议。因为按照通常的做法，放假
后利用亲朋相聚的机会，该多宣
传自己的乡镇，多打听招商引资
的信息。

这样的例子多少体现出，在
基层依然存在这样的认识：追求
经济发展、财富积累还是第一位
的，如何满足农民的精神期待、心

理需求还处于较为靠后的位置。
由此看来，乡村的道德建设要真
正启动(而非形式上推广)，必须
进行观念上的变革。

不过，外部力量固然能给乡
村道德建设注入新鲜动力，但这
样的力量一旦撤走，已经改善的
乡村风气是否还能维持呢？尼山
圣源书院秘书长赵法生告诉笔
者，他们的想法是，以后还要在
村中成立老人互助组等组织，使
道德践行活动融入村民生活中，
使之成为一种自发性、内生性的
行动。

去年12月，在书院学者的帮
助下，北东野村曾组织过一次好
公婆、好媳妇、好家庭评选，把评
选的标准、条件制定出来，把选票
发到各家各户，两三天之后收
回统计票，村民的参与度非常
高。而在颁发学习积极分子奖
这一奖项时，还发生了一个小
插曲。主持人念了5个积极分子
的名字，结果上来 6个人领奖。
原来村里两个大娘重名，其中
一位确实是孝道模范，另一位
却是出了名的不孝顺。最终，在
村民们的积极“表态”之下，不孝
的那位交出了拿到手的奖品。

这事虽不大，却透露出一种
好的趋向。当道德实践真正在乡
村生根，当村民自己成为道德实
践活动的组织者、发动者、参与
者，乡村风气也将进入良性循环
的轨道。

“最可爱”的评价缘自“拆迁依赖”

葛调查与评论

在行政区划上，山西省长治县西掌村属于西火镇，但在一千多户村民
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户籍却被迁到了新成立的振兴新区派出所。这样一来，
村里煤矿每年给的分红没有了，孩子只能去振兴新区上学，而且遇到了困
难。(4月16日《法治周末》) 漫画/张建辉

全村“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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