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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上午，杭州市余杭区中
泰及附近地区人员因反对垃圾焚烧
项目选址，发生规模性聚集，并有不
法分子趁机打砸车辆，围攻执法管理
人员和无辜群众。此前，余杭区政府已
发布通告，明确“在没有履行完法定程
序和征得大家理解支持的情况下一定
不开工”。（本报今日A12版）

担心环境污染的心情可以理
解，但暴力行径始终是法治社会所
不允许的。值得深思的是，地方政府

习惯采用的“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
决、大闹大解决”的处理模式，恰恰
成了一种负面诱导。

近些年，严峻的环保形势加重
了民众的紧张和恐慌心理。即使新
建垃圾焚烧厂等已经迫在眉睫，一
些利益相关群众仍倾向选择绝对安
全。作为地方政府，应从一开始就意
识到，新建这类项目不只是政府和
企业的事。相关事宜必须透明公开，
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并充分保
证民众参与权和监督权。

实际上，这也是逐渐构建政府
诚信的过程。应该看到，尽管有些项
目确实有建设的必要性，从科学角
度而言也并不危险，但在民众看来，

技术水平不是问题，关键是政府能
否执行到位。如果一开始没有表现
出足够的诚意，单靠行政命令硬推，
很可能会引发民众反感。等到事件
闹大再去做引导和解释，群众的信
任已被消耗，效果往往是事倍功半。

而且，在有的地方，群众意见并没
被当回事。今年4月22日中国之声《新
闻纵横》就曾报道，杭州萧山垃圾焚烧
厂这一项目的环评报告问题重重，有
些居民“被投票”，还有些不住在周围
的人也被冠上了当地居民的身份。

前期不认真听取民意，等群众
到公共场所抗议，又因“维稳”等原
因匆忙撤销——— 近年来，不少地方
的垃圾焚烧、PX等项目就是以这种

不正常的模式终结。更值得注意的
是，现在个别群众也将“大闹大解
决”视为法宝，动辄采取不理性方式
表达诉求，甚至诉诸暴力，这已经突
破了维护正当利益的边界，背离法
治精神应该受到严厉谴责，暴力打
砸等行为更该得到依法处理。

实际上，垃圾焚烧等项目应建
立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之上，如果因
其它因素人为搁置，这于一地的经济
民生并非好事。民众需要理性表达诉
求，不能放纵利益的极端化表达。当
然，要破解困局，突破性力量还得来
自政府。如何建立规范的信息公开机
制，如何赢得群众信任，这是地方政
府必须面对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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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创新出现工作失误而受
到追责时，党员干部可提出免责申
请”。近日，浙江平阳县纪委、县监
察局出台《关于支持和保护党员干
部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试行 )，
以通过建立健全澄清保护机制和
容错免责机制，鼓励党员干部大胆
改革创新，宽容和允许改革创新出
现失误。(5月11日《人民网》)

时至今日，改革早已进行到深
水区，此时倘若再去进行泛泛的改
革失误免责规定，不仅起不到专门
的激励效果，还可能衍生出系列的
负面效应。比如说，对何谓“失误”

的裁定权仍然停留于行政体制内
部，就难免存在着弹性的空间，让
一些真正的“改革失误”不被惩处。
同样，在“改革失误免责“的保障
下，还可能衍生出“拍脑袋决策”。
而当类似的举动出现，显然并非一
份地方性意见就可以纠偏的。

改革从来都不是踽踽独行，它
还理当领受舆论、法律等多种视角
的考量。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真正
的鼓励改革举措只能是全方位的。
一方面，改革免责并非绝对不能出
现，但它应该指向特定领域、在法
定框架内，且对负面效果有着提前
的预防；另一方面，鼓励改革最重
要的，还是要打破现实的种种改革
阻力，而非给出庇护性质的“失误
免责”。以此来对比，一份泛泛的地
方“改革失误免责”意见，显然不是
最需要的。

棚户区改造不是免费午餐，
与所有的保障房一样，面临着成
本、商业运作等巨大压力。我国的
棚户区改造首先是通过房地产缩
小贫富差距的过程，极具中国特
色；其次，推倒棚户区是再造城市
经济生态的过程，是让城市低收
入居民与城市经济一起发展的过
程。

棚户区改造面临的最大难题
是资金。目前尚未改造的棚户区大
多位于中西部地区、独立工矿区、
资源枯竭型城市和三线企业较集
中的城市。处于中西部地区的棚户
区，大多远离城市、县城，即使在城
市中心区的棚户区，建筑密度都很
大，加之各地一般遵循先易后难原
则，待改造的难度更大。

通过发钞大幅提高地价的确
可以解决资金难题，却无法避免
泡沫威胁，本届政府决心戒掉发
钞习惯，健康的办法则是靠发展
当地经济，让当地的房地产价格
随经济发展逐步增长，棚户区中
的居民通过提高技能，获得更高
的薪酬，发挥消费能力。

当然，仅仅推翻低矮平房，当
地居民的教育无法提升、职业通
道无法打开，棚户区将以新的形
态卷土重来。有教育、有工作、有
发展、有前景，才能铲除滋生棚户
区的土壤。(摘自《每日经济新
闻》，作者叶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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