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纪念日。1945年9月2日，在日本正式
签署投降书之后，中国开始了举国
欢庆。如果抗日战争不是以我们的
胜利告终，不难想象之后的中国会
遭受怎样的苦难。回顾历史，前车
之鉴历历在目，其中甲午战争的
失败至今让我们感到隐隐作痛。
甲午战争沉重打击了中国当时的
民族士气，战败消息传来无论朝
野皆有伏地痛哭之声。即使战争过
去许多年，这种精神的创伤都无法
抹平，冰心的女儿吴青曾经回忆自
己母亲很多次想写甲午战争，每每
落笔都气得大哭。

69年前的今天，“和平之声”在
重庆上空响起，历经八年抗战的中
国人民走上街头且歌且舞，国仇家
恨得到了尽情宣泄。这一天之所以
要被我们永远铭记，因为它不仅联
系着一段艰苦卓绝的岁月，还意味
着中国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走
到了转折点，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
敌入侵屡战屡败的历史就此结束。
经历抗战，中国的民族精神得到了
锤炼和升华，团结爱国、坚强不屈、
勇于牺牲，这些优秀的品格已经融

入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激励中国
人奋发图强的精神基因。

与甲午战争相比，抗日战争是
一场实力更加悬殊的战争，但是中
国人民反而赢得了胜利，度过了中
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其中原因
很多，比如我们的得道多助，反侵
略战争的正义性决定了中国能从
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那里
赢得支持。但是绝不能忽视的是
抗战精神对民族士气的鼓舞，“地
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正是在
抗战的旗帜下中华民族才真正筑
起了血肉长城。习近平总书记在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
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历史是最好的
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今
天我们隆重纪念抗战胜利，除了
要表明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反对
侵略、维护和平的决心，还应当继
续弘扬抗战精神，跨越改革的难关
和险滩。

经历过抗战，中国人更懂得国
家对国民的意义。日本侵略者在战
争中的残暴行径把中国人逼到亡国
灭种的绝境，从日本战犯罪行自供
中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些。国之
不存，民将焉附，这是中国人以血肉
和生命为代价得到的教训。抗日战
争之前的中国近乎一盘散沙，国家
四分五裂，各地区和民族之间也没
有形成高度依存的利益共同体。当
国家和民族面临灭顶之灾时，中国

人终于有了“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
同德一戎衣”的觉醒。其实，自鸦片
战争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就有实现
民族复兴的夙愿，历史直到抗战胜
利才出现了转折。抗日战争唤醒了
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战后的中国以
现代民族国家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
上，并且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在经历过六十多年的现代化
建设尤其是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又进入了
新阶段。我们今天需要为之奋斗的
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唯有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
我们才能坦然应对当前的周边摩擦
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以国强保障民
富。

经历过抗战，中国人更懂得一
个民族能为大局凝聚起共识是多么
重要。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国内矛盾
重重，尽管如此，国共两党依然能够
求同存异实现合作，结成了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以民族大义为重，以抗
战大局为重，有了这些共识，中国人
民才真正做到了团结一致，在抗战
中以弱胜强。正在追求各自幸福生
活的中国人，在今天仍然需要认清
大局。在浩浩荡荡的世界现代化潮
流中，中国唯有深化改革，加快现代
化进程，才能傲然于世。在实现民族
复兴的道路上，我们曾经走过弯路，
甚至一度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
缘。那时，我们哪有勇气对世界谈自

信。今天的中国呈现出利益分化、观
念多元的趋势，改革也遇到了层层
阻力，越是此时越要巩固核心价值
观，认清时代的大局，冲破利益藩
篱，通过深化改革走出“历史的三
峡”。

经历过抗战，中国人更懂得在
困难面前百折不挠、坚持到底才是
真正的强者。八年抗战是一场持久
战，中国人民在其间经历过苦闷和
彷徨，但是从来没有放弃。中国漫长
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所遭遇的种
种磨难，已经锤炼了中国人的韧劲，
从而在大动荡中积蓄了实现大变革
的力量。有了这种打不垮的韧劲，我
们才能逐个攻克难关。中国的现代
化进程现在到了最关键的阶段，在
各个领域都面临着攻坚克难，还需
要我们去打更多的持久战。

提到抗战，总会想到血与火的
沉重历史。但是，抗战的胜利最终使
中国人民重新找回了久违的精气
神。中国在历史上有过耀眼的汉唐
盛世，只是大国的雄风和气度在经
历一次次的挫败和摧残之后，曾经
萎靡不振。现在我们越来越接近民
族复兴的目标，今天纪念抗战胜利，
不能不想到我们的“强国梦”。当今
国际竞争异常激烈，与其他大国或
者周边国家相比，我们不敢有丝毫
懈怠。胜利日只标志着过去的胜利，
我们还需要实现更多的胜利。向着
胜利前进，前进。

预算关乎政府收支的安排。
现在政府一般都是大政府，事无
巨细都要管，要办理的事情非常
多，而办事是要花钱的。钱从哪
儿来？纳税人处取得的税收。但
这个税不是乱收的，要纳税人同
意。否则，一分钱都不准花。所
以，把政府钱袋子的口子扎紧，
就不用担心政府和执政党不接
受监督、不受到约束，从而，治权
的目的也就达到。无论从逻辑还
是民主国家的已有实践来看，都
能达到此效果。

但现行预算法还停留在强
化政府预算管理和宏观调控职
能的传统思维上，强调的是预算
作为一种“国家管理工具”，忽视
了现代预算制度从诞生起即注
重公共利益和人民本位的实质
要义，由此在预算活动过程中就
产生了人大预算权被虚化、预算
编制不科学、预算内容不公开透
明、预算调整频繁、缺乏预算问
责机制等一系列问题。

预算法的修改应该秉持预

算民主和预算法定原则，在这两
个原则下，来制定和监督预算的
使用。所谓预算民主，指的是在
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等整个
过程要体现宪法的人民主权理
念，也即人民的参与、监督和决
定权需要在政府预算中落实，使
预算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所谓预算法定，指的是预算
的编制、审批、执行、决算和监督
等要通过法律程序确立，确保政
府的一切收支行为都按法律进
行，受法律约束。

预算民主和预算法定这两
个原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没有
预算民主，政府的收支和使用不
体现人民主权，就不能做到预算
为人民，也就势必不可能按照法
定程序分配预算。而没有预算法
定，政府的财政收支不遵守基本
的法定程序，人民主权就根本无
法得以保障和实现。所以，要体
现人民主权，就必须实行预算法
定，反之亦然。（摘自《中国经营
报》，作者梁发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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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媒体视点

预算法定利于发扬民主

□邓海建

2012年12月30日，河南省驻马
店市正阳县公安局刑警队抓获了一
个以县处级领导住所、办公室为目
标的盗窃团伙。被盗的正阳县县委
书记赵兴华在听完办案民警的汇报
之后表示，“我这里是被盗了，但没
像你说的那么多，就几千元钱而
已！”随后，刑警队办案民警迅速修
改了笔录——— 原本100多万的盗窃
金额，变成了6040元。（9月2日人民
网）

此般欲盖弥彰，不过是盗贼遇
到“贪贼”罢了。调查人员获悉，不仅
正阳县县委书记的100多万元被盗
款项缩水成了6040元，最初嫌犯供
述的盗窃西平县某领导张某的金额
也“并非仅3万元，而是90万元”，张
某两次来到正阳县警方，“希望能把
此事以大化小”。

钱没了不敢报案，这和遭遇

“PS艳照”敲诈乖乖认栽是一个道
理……不得不说，“讹官”似乎已
经成了作奸犯科者心目中的一种
低风险行当。若非“案中案”拔出
萝卜带出泥，谁能想到“偷官”是
如此逍遥的一件事？一来，被盗者
钱丢了也不敢说，纵使东窗事发，
官员也能将数额掩饰到可忽略不
计的地步；二来，地方官员的权力
凌驾于司法之上，为盗窃行为逍
遥法外提供了天然保护网。若非
地方纪委强势介入，指鹿为马的

“6040元”恐怕就成了“真相”。
现实中的“100万”何以变成笔

录中的“6040元”？这个问题其实指
向两个层面：一是司法改革的步子
还要更稳健、更快速一些，司法活动
如果总是被行政之手染指，底线的
正义就成了任权力摆弄的工具；二
是官员财产公示的步子不能太拖
滞，只有摸清“家底”，才能知道清浊
与是非。

葛公民论坛

权力操纵司法，“百万”变成“六千”

“教师轮岗”不透明，易染“腐败病”

□吴应海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近日，教育
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
合印发《关于推进县(区)域内义务
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意
见》，对加快推进校长教师交流轮岗
工作做出全面部署。《意见》明确提
出，加快建立和不断完善义务教育
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制度，用3至5年
时间实现县(区)域内校长教师交流
轮岗的制度化、常态化。（9月2日中
新网）

长期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我
国中小学教育出现了比较严重的

“两极分化”现象，少数学校迅速
发展成为名校，而相当一部分学
校则发展相对缓慢。由于家长对
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强
烈，使得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教
育不公现象有日益加剧的趋势。
为了保证教育公平，国家制定政
策，加大对薄弱校的投入，逐步缩
小了名校与薄弱校之间的硬件差

距，但师资力量之间的差异却一
时难改变。要扭转这种状况，实行
教师轮岗制度无疑是一条捷径。

不过，推进教师轮岗制度在
实施过程极易产生各种问题，如
果不提前进行预防，那么教师轮
岗就有可能轮出“病”来，甚至适
得其反。最容易出现的是“腐败
病”。名校教师的社会地位高，灰
色收入多，这已成不争的事实。而
每年从名校轮岗出去的教师和从
薄弱学校轮岗进入名校的教师，
数额都是有一定限制的。在这一

“出”一“进”的背后，必将是极其
激烈的竞争。如果缺乏透明的操
作程序和有效的监督机制，那“教
师轮岗”制度就极有可能会被权
力、金钱、人情所俘虏。因此，推行
教师轮岗制，得对上述可能出现
的“病症”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提前打好“预防针”，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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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lupinglu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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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胜利前进，前进
——— 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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