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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治党”回应了群众的担忧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总结大会10月8日在北京召开，习近
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讲话有两个关键词，一是“总结”，
一是“部署”。前者针对的是基本结
束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后者
则指向今后党的作风建设，以及全
面推进从严治党。可以说，这篇讲
话对人们关心的一些现实问题都
做出了回应和解答。

回顾教育实践活动开展的一

年多来，党在推进作风建设方面取
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与此同
时，社会上也存在着种种议论，这
里面就包括一些不理解或是担忧
的声音。特别是对“四风”问题的露
头就打，让一些人感到不适应，有
的就认为管得过多、过严，“为官不
易”、“官不聊生”等杂音也随之产
生。而这种不适应或不理解的声
音，也引发了群众心中的担忧，一
旦活动结束，那些歪风邪气是不是
又“涛声依旧”了？

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因为
反“四风”确实遇到了不少阻力。比
如在一些地方，教育实践活动变成
了新的形式主义，开开会议、写写
材料就大功告成，有些地方政府在
腾退超标办公楼时，则耍起了打隔

断的花招。从媒体曝光来看，不少
问题官员在落马之前，还过着大吃
大喝的奢靡生活，在各级纪委的通
报中，顶风违纪现象更是层出不
穷。由此可见，活动中的作风好转，
有些是在高压态势下取得的，一些
党员干部对“四风”问题的认识，仅
仅停留在“不敢”上，还没有完全形
成“不想”的自觉性。

作风转变的好势头能否保持
下去，作风建设能否真正落地生
根，首先要打消这些人的观望念
头。总书记的讲话切中要害，针对
实际问题，及时回应了群众的关
切。按照讲话中所强调的，党的历
史使命和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员干
部“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而
给精神上补“钙”，就要抓住作风问

题这一要害，把群众反映强烈的
“四风”作为靶标；再为“为官不易”
叫苦，就是“境界不高、不负责任的
表现”；而且，“现在的主要倾向不
是严了，而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
不存在严过头的问题。”

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基
本结束的节骨眼上，总书记讲话中
掷地有声的语言，明确了“作风建
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
的态度，这让那些期盼活动结束后

“舒服舒服”的人死了心，也让担心
歪风邪气“回潮”的群众放下了心。
因为，人们清楚地听到，“这一次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基本结
束了，但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
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历史
进程永远不会结束。”

讲话中掷地有声的语言，明确了“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的态度，这让那些期

盼活动结束后“舒服舒服”的人死了心，也让担心歪风邪气“回潮”的群众放下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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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滨

复杂多样的声音涌现在一个
“过山车”式的诺奖揭晓过程中。起
初有着诺奖风向标之称的汤森路透

“引文桂冠奖”名单，13年来罕见地
出现四位华人面孔，而且全面分布
在物理、化学和医学领域。只是“形
势一片大好”的局面并未持续多久。

6日，华人钱泽南在生理学或医
学奖项上，败给了被称作“夫妻学
霸”的挪威学者莫泽夫妇。7日，因讨
要报酬引发争议的日本科学家中村
修二，突破张首晟、杨培东两位华人
学者的“包围”，斩获物理学奖。等到
8日，华人学者邓青云又无缘化学
奖，国人的期盼灰飞烟灭。

从满心期待到大失所望，情绪
上不免出现愤怒甚至怀疑。《法制
晚报》率先通过清华大学物理系
教授葛惟昆之口，
批评诺贝尔奖“领
域隔年”和“锦上
添花”的评选潜规
则，认为这种轮流
在一群羊身上薅
羊毛和论资排辈
看 名 望的评奖方
式，自然容易扼杀
像杨培东这样的43

岁新晋学者。
不过，这种带

有辩驳意味的言
论，很快就被另一
种声音所取代。因
为隔壁日本科学界
大有比肩诺奖大户
以色列的“暴发户”
姿态，还是让舆论
难以忘怀对中国教
育的抨击。搜狐财
经评论作者徐康宁
在《日本科学家得
诺贝尔奖拷问了谁？》一文中指出，

“日本人得诺贝尔奖，尤其是得诺贝
尔科学奖，最为关心并在意的应该
是中国人了。”

在这篇拿“别人家孩子”说事的
评论里，徐康宁犀利地提醒国人：

“有这么几年，多数中国人不怎么放
眼东洋了，认为中国已经在很多方
面超过了日本，但是，为什么今天中
国不少科研院所有那么多的经费，
科学家有那么好的条件，研究成果
却没有赶上去呢？问题不出在经费，
不出在研究条件，而是出在其他，其
中包括制度，包括心态。”

值得注意的是，文末提出的“心
态”，少有地点出了中国人最为欠缺
的东西。就像和讯评论作者刘海明
在《揣摩诺奖的“潜规则”有点酸》中
指出的，“拿中国潜规则的行规，用
猜疑的办法曝诺奖‘潜规则’的光，
也许能让中国公众心理获得短暂的
平衡，怎奈这样的疗治方式有点饮
鸩止渴的感觉。”

社会浮躁，连带对科学界的心
态和期望也变味走形。《新华每日电
讯》8日在《诺奖又热》的综述中，便
挖出国庆前在社交网络上流传甚广
的段子，“看看最近的几则重大新
闻：阿里巴巴上市 ,马云一举成神；
谢霆锋与王菲香闺密会 ,一边骂声
四起,一边祝福漫天；丁肇中团队发

现暗物质新证据,一片沉寂。”
这篇评论的观点很明确，科学

探索是项长期持久且非功利性的
“学霸”炼成之路，应该保持与世俗
社会“以名利论英雄”的距离，在荣
誉的获得上，应更多遵循“无心插
柳”的原则。

不过，在眼下大环境里的中国
科学界，又该如何培养宠辱不惊的
心态呢？

《京华时报》7日的特约评论《我
们的道路自信是否需要诺奖》，便围
绕科学界应有怎样的“心态”展开分
析：“只想在一切排行、评奖中争金
夺银，是一种迷失。每个国家、民族
都应该沿着自己的历史与现实，走
上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这不是竞
赛，至于获奖，更应是竞赛外的‘副
产品’。”

当然，国人之所以对诺奖念念
不忘，源于百余
年积贫积弱的近
代史，“让我们在
面对教育、科研
与 文 化 的 发 展
时，也抱着‘只争
朝夕’的浮躁心
态，急功近利，希
望一天催生个胖
小子、百米冲刺
摘得‘科学皇冠
上的明珠’。”

所以，正如
该 篇 评 论 指 出
的，这样的浮躁

“是危险的。诺奖
虽是世界性的，
但评奖则是‘别
人家’的，文化偏
向、偶然性都势
在难免。坚定我
们的道路自信，
对一个民族，比

什么奖都更重要”。
这种说法确实有宽慰人心的作

用，但所有的自信都源自于实力，不
在象征着世界科学高峰的诺奖上取
得真正的突破，中国科学界的成色
依旧不是十足。

《长江日报》就把思路转回那份
撩拨起国人“冲诺”狂热的汤森路透

“引文桂冠奖”名单，用《名利高帽需
少戴，科研要“光头”》一文，激励中
国学界，“近十年来，中国科学家的
学术研究，在学术论文领域的前沿
性与专业性已经跻身国际一流行
列。”但同时要看到，“科学家不能深
陷名与利的‘泥潭’，背负太多‘名利
帽’。耐得住寂寞、平凡甚至贫苦，去
除浮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
神，中国的科研事业才能真正领先
世界。”

至于普罗大众，虽然没有同胞
斩获诺奖，但“夫妻学霸”的故事已
然足够励志。在社交媒体上，国内最
大的医学专业网站“丁香园”和科普
站点“果壳网”，都在激励“学渣”们：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成为学
霸，和你一起拿诺贝尔奖。”

苦求诺奖的情怀，就这样在复
杂的舆论场中，亦庄亦谐地继续着。

五味诺奖
门槛

据《羊城晚报》报道，一位到深圳18年的盲人市民，尽管其积分达131

分，远超深圳市的积分入户标准，但因为是盲人，所以无法正常办理落户
手续。市人社局回复称身体健康是申办深圳在职人才引进的基本条件之
一，身体健康的标准之一就是“视力应达到0 . 8”。 漫画/张建辉

禁设最低消费还要看“疗效”

□龙敏飞

根据商务部８日发布的《餐饮
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国家将
禁止餐饮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
(10月9日新华网)

事实上，就设置最低消费而
言，从来都不缺少禁令，缺少的只
是相关部门的严厉执行。仅以今年
为例，就有多次禁令——— 今年2月，
最高法明确表示，“禁止自带酒
水”、“包间设置最低消费”属于霸
王条款，消费者可请求人民法院确
认“霸王条款”无效；今年3月印发
的《关于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
意见》亦规定，餐馆禁设最低消费，
鼓励提供小份菜。然而规定总是美
好的，现实总是让人心碎。

如何监督政策的执行的确是
一个大问题，毕竟，禁设最低消费
不能全靠消费者的举报，相关政府
部门理应主动出击。另外，还有一
点令人担忧，“禁止自带酒水”被定
为“霸王条款”后，一些地方就开始
收取开瓶费，甚至比酒水本身还要
贵；禁设最低消费后，会不会出来
什么服务费？

如今商务部的再次强调，不过
是对常识的一种重申，问题的关键
仍然是如何将禁令落实到位，而谁
来监督、谁来管理等问题，也应尽早
做好分工，以便禁令能得到不折不
扣的执行。简而言之，禁设最低消费
的规定，仍需“不看广告看疗效”，只
有真正落实到位了，保护消费者的
权益才不再是一纸空文。

今年诺贝尔奖的
热门人选中，罕见地出
现四位华人面孔，但随
着各个奖项逐一尘埃
落定，满心期待的国人
又不得不重温那分熟
悉的失望心情。然而与
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的
舆论声音却不止于“钱
学森之问”，而是更为
复杂多样了。

葛舆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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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公民论坛

我们在投资方面花的钱已经
太多了，有些基础设施建设不见
得是有效的。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财
政体制改革要形成更统一合理的
政府支出标准，来规范政府支出，
什么钱该花，什么钱不该花，都要
有章可循。地方政府不应该把钱
花在门面工程上，而要花在公共
服务和社会保障上。

价格司里“前腐后继”绝非偶
然，说到底是“病在骨髓”的一种
发作。

财经学者周俊生认为，集中
式的价格审批，从根子上说是计
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产物。一旦
手握重权的政府官员与企业“勾搭
成奸”，通过审批权的出卖来实现利
益变现，价格审批权自然也就成为
腐败寄生的载体。要对症下药，就
得让市场的回归市场。

葛一语中的

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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