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

连日来，随着第二批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全国各地展
开，海口、恩施等地专题民主生活会
的部分细节被媒体所热传。对同事

“不仅有官气，还有匪气”的批评有
之，对自己“以前看病从来不排队”
的检讨亦有之。有人评价说，这些民
主生活会充满了辣味。

充满辣味的批评，让官员们面
红耳赤，让百姓们津津乐道。不过，
也有人提出了疑问，认为：“这样的
批评与自我批评虽然看似辛辣，但
实则不过是在一些小节上打转转。”
其实，在法治社会中，想要规范权力

运行，终归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解
决，而作为党内机制的民主生活会，
解决的是思想问题，思想打通了，制
度才能落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
生活会味道辛辣，却能为下一步的
改革“开胃”。

充满辣味的批评，有利于祛除
官员在作风上的小疾。像“看病不排
队”、“说话打官腔”这样的作风问题
的确是小事。但如果仔细一琢磨，对
这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小问
题，往往是上级够不着、同事和下
级不敢提，在既有的体系中，还真
是缺乏对其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
所谓“细节决定成败”，类似的“小
问题”若集腋成裘，所造成的危害
也许并不低于贪污腐败等犯罪。在
这样的现实面前，敢于在小节上相
互揭短的民主生活会，如果能够持

之以恒，也能在扭转干部作风上发
挥大作用。

充满辣味的批评，也有助于一
扫普遍存在的“唯上风气”和“一团
和气”。不可否认，由于文化和制度
等多重原因，一些党政机关内唯上
和互相纵容的风气十分严重。正如
本次活动中兰考县县委书记王新
军所说：“我干县区委书记十几年
了，过去从来都是我批评别人。”一
把手的权威、同事间的面子犹如金
钟罩、铁布衫，阻挡了大多数批评
意见。民主生活会上官员互相揭
短，提出的问题虽小，却突破了“不
给领导、同事提意见”的思想“禁
区”。领导干部带头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不为自己辩护，也不给同
事留情面，至少令风气为之一新。
而新风气的形成，则为进一步的改

革留下了空间。对比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中官员的互相批评，会发
现提出的问题越来越中肯而尖锐
了，也显示出民主的氛围越来越浓
厚。

“观于明镜，则瑕疵不滞于躯；
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各地
官员们开展的民主生活会虽然谈论
的都是“小节”，却并不可因此小视。
我们所期待的是，党政机关以这次
活动为契机，将“新风气”转化为“新
制度”，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
样：“制定新的制度，完善已有的制
度，废止不适用的制度。”并同时在
此基础上继续拓展，发挥群众、舆论
等多重监督功能。唯有如此，民主生
活会“辣度”才能持续下去。而唯有
保持这分“辣度”，才能打消一些人
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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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王昱

葛媒体视点

警惕治理“陷阱”

随着治理成为一个高频范式,治
理正面临滥用误用的风险。

首先 ,治理也会失灵。治理建
立在对市场与政府双失灵的反思
之上，但在大规模治理中 ,广泛参
与特别是充分协商将直接影响问
题处置的效率。同时，多层多类参
与者自身利益目标与治理目标并
不总是一致 ,参与者间甚至存在利
益竞争 ,导致治理高度复杂 ,最终结
果甚至事与愿违。

第二 ,治理潜藏“陷阱”。治理在
实施中实质上总是与权力分配与资
源配置密切相关,但公私协力也容易
导致公私协力滥用权力与瓜分资
源。民主、互惠与共治的光环容易掩
盖问题乃至腐败，多方参与则容易
逃避大众监督和应有的问责。

由此必须明确 ,治理是有范围、
有程度、有条件的。如果仅因为政府
在履职时往往缺位、错位又越位 ,就
寄希望于本来就纷杂、多元乃至互
相竞争的社会成员会自发建构出更
具效能“整合、协调又一致”的治理
网络,本身是一种天真的情怀。因此,

治理的核心是依法共治。治理现代
化就是通过理论分析和研究逐渐消
除治理的抽象特征建构具象的制度
系统的过程,就是建立解决权力冲突
与利益分配问题的机制的过程,就是
明确政府职责和健全问责的过程,其
本质是法治的深耕过程。(摘自《法制

日报》，作者王红霞)

“新常态”孕育新机遇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有世界
经济整体收缩的因素，但更多还是
宏观经济政策主动调控的结果。处
于“三期叠加”之中的中国经济，很
难再纵马疾驰、突飞猛进。一味维持
超高速增长事实上是不可持续的，
也是不明智的。“新常态”内涵就在
增长持续平稳，避免大起大落，实现
质量效益速度的统一。

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首
先调控要进入“新常态”。做好当前经
济工作，必须在战术上高度重视和防
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及时应对，尽
可能降低负面影响。一方面，要能承受
增速放缓的必要阵痛，不轻易实施大
规模刺激性政策，一方面加强研判，相
机抉择，及时准确预调微调。

对于“新常态”的适应，不是一
个单纯的、被动的容忍过程，而要将
其视为中国经济迈上一个新台阶、

“破茧成蝶”，追求由大至强历史性
转变的过渡阶段、准备阶段。这一阶
段的主要任务，在于加快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构建起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经济
制度，逐步化解累积多年的矛盾和
问题。(摘自《人民日报》，作者张宇)

□韩笑

2014年山东省公务员招考，允
许具有山东常住户口的省高级技
工学校(技师学院)高级班的毕业
生，报考乡镇机关公务员的相关职
位。据了解，符合条件的报考者有
1100多人。(本报今日A08版)

技校生可报考基层公务员相
关岗位，这不仅在山东，在全国来
说也是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探索。
这一举措彰显了公平、理性的用人
理念，不仅拓宽了技校生的就业途
径，也使公务员队伍更加多样化、
专业化，有利于“人尽其才、才尽其
用”。

之前，要参加从中央到地方的
各级公务员考试，必须具有大专以
上文化程度，技校生们只能尴尬地
被“挡在门外”。这一新政实施之
后，最直观的改变是给广大技校生
增加了一条选择道路，让他们能够
与高学历者一道，平等地参与社会
竞争。

除了给技校生择业开辟新路，
新政策的推行，对于提高党政机关
的服务水平也有好处。按照相关规
定，公务员也分为不同的类别，其
中很重要的就是专业技术类，尤其
在那些与群众联系更为直接的基

层党政机关，最缺乏、也最难留住
的就是技术人才。与此同时，以各
项专业技术立身的技校生，却长期
受制于学历门槛，难以进入公务员
队伍。允许技校毕业生报考公务
员，无疑解决了上述现实矛盾，打
通了技术人才的供需链条，创造了
双赢的局面。

这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
用人观念，事实上也给了人们一
个重新思考人才观的机会。现如
今，“唯学历论”很有市场，部分
人甚至一些用人单位，把学历高
低当做评价人才的唯一标准。怀
揣这种想法，实际上忽略了国民
教育体系的整体性，因为不同层
次、不同类型的教育，更重要的
作用是为社会培养各个行业、各
个岗位的不同劳动者。从这个意
义上说，学历不同的人没有什么
高低贵贱之分，也应当享有平等
的发展机会。(作者为本报机动新
闻中心记者)

葛齐鲁视点

技校生能考公务员利于“人尽其才”

民主的氛围需要“辣味”批评
想要规范权力运行，终归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解决，而作为党内机制的民主生活会，解决的是思

想问题，思想打通了，制度才能落实。民主生活会味道辛辣，却能为下一步的改革“开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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