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中院昨天公布了“彩石山
庄”项目的司法解决方案和工作流
程，这个曾让2000多名购房群众忧心
忡忡的“烂尾工程”，由此进入了司法
处置工作的实质性操作阶段。而打破
困局的就是一系列司法活动，及其背
后所体现出来的法治思维。

从事件的解决中不难看出，“法
治”二字其实离我们很近。“以法律为
准绳”，就是要用法来规范人与人、人

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此化解生活中
遇到的矛盾冲突。小到一片空地能不
能跳广场舞，大到村里的土地政府能
不能征用，但凡涉及利益的调整分配，
法的力量都会如影随形。

然而，很多人向往法治，却缺乏
真正的法治观念。遇事找关系的多，
找法律的少，找领导的多，找律师的
少，熟人间打官司被看作“撕破脸”，

“一把手”当了行政诉讼的被告，就
感觉丢了威信……本报做过的一项
调查显示，仅有两成受访者有麻烦
首先想到法律。正所谓“徒法不足以
自行”，法律体系设计得再好，也得
有人去用，否则法就停留在了纸面
上。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我们

每一个人，不妨都反思一下：自己是
不是真的有法治观念。

这里说的法治观念，并非单纯熟
悉法律条文和司法流程，而是要把法
律融入生活。一方面，判断自己或他人
行为的是非曲直，把法律作为最基本
的标准，有平等意识和底线意识；另一
方面，伸张权利时首先想到并主动拿
起法律武器，而非忍气吞声或采取极
端行动。法治就是这样一个实践过程，
只有参与其中才能不断加深法治信
仰，才有法治的良性循环。

当然，法治观念的养成离不开
引导，尤其我们现在处于转型社会
里，公众法治观念确实存在不足，司
法体系也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

方，这样的现实需要“走在前面”的
人承担更多的责任。对于律师、法
官、法学研究者等业内人士来说，要
有一种特殊的、高出普通人的法治
观念：不仅在法律活动中做好本职
工作，也应肩负起向公众宣传法律
知识和法律意识的社会责任。

事实上，法治社会就是在这样
的互动中得来的，既有法治观念的
普及，也有不断的司法实践，这离不
开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尤其现在，十
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提到了新
的高度，并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
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此时正
需要人们以“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决
心，把法治观念融入自己的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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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滨

20日新华社全文发布的国务院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
消费的若干意见》，与《中国体育报》
言辞激烈的“五问中国三大球”重磅
报道，略显尴尬地“相遇”在一起。两
篇文章仿佛互为因果的莫比乌斯
环，令人不吐不快。

在新浪体育专栏上以“方寸”之
名撰文的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前副
董事长也忍不住了，“官方在中国足
球一输再输之后，明确表态着眼长
远，抓基础，可是一到节骨眼上，就
习惯性地喊‘出线’、‘四强’。中国足
球到底是天作孽还是人作孽？”

答案显而易见。正如在仁川亚
运会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面
对媒体时说，“‘三大球’总体成绩不
好，全国人民很不满意。这和我们不
断攀升的国力不相符合，我们要花

力气逐步把‘三大球’工作搞上去。”
至此，国务院加快发展体育产

业的国家战略，水到渠成般给“三大
球”乃至中国体育发出了一道“变
轨”的指令：从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

“举国体制”，转向更尊重经济规律、
更符合体育本质的市场化轨道。

其实，早在9月2日召开的国务
院常务会议，就决定取消商业性和
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这成为中国
体育进一步迈向市场化的冲锋号。

对此，中央电视台原体育中心
主任马国力在《经济观察报》撰文，

“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劣势在于它
和权力连接在一起，因此不太会像
市场体制那样自我完善。现在已经

不是将体育简单地看作精神激励的
年代了，大众需要的，是富有观赏性
和参与性的体育产业。所以，应将体
育作为治国方略看待。”

这一观点显然会让人想起习近
平总书记在看望中国青奥代表团时
的期望，“‘三大球’要搞上去，这是
一个体育强国的标志。”

《中国证券报》援引中国大学生
体育协会副主席钟秉枢的话说，“体
育服务业的重点是体育竞赛，像国
外的NBA、五大足球职业联赛创造
的影响力和收益是非常惊人的，相
关的国内市场潜力很大。”

由此，“三大球”在中国体育“变
轨”中的重要性，愈发突出。但如何

做到以“三大球”为切入点带动整个
产业发展，《长江商报》评论作者王
亚煌率先发声提醒闻风而喜的地方
政府，“发展‘三大球’以及体育产业
要以人为核心，简单地修建一大堆
体育场馆，只是卖票的体育产业，怎
样做也发展不到5万亿的规模。”

除了要防止将体育产业发展简
单化为场馆工程，篮球运动员姚明
也对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取消赛事
行政审批的决定发声叫好，相比美
国NBA由商业机构运作，“中国的体
育产业被政府垄断，体育衍生品的
量非常少，尤其是电视转播权收益
几乎没有。没有办法去按照市场规
律把这个产业办起来。”

王、姚的观点，被体育评论撰稿
人许绍连进一步总结，“既然‘三大
球’的问题是现阶段中国各类社会问
题的一个缩影，那么便不能简单地将
责任归在体育这单一部门的身上，必
须是大家的事情大家来办。 ”

“三大球”变轨葛舆论场

一边是做大做强体育产业的国家战略出炉；另一边却是“三大
球”集体跌进40年来的低谷。被称为“和平时代战争”的体育，就在这
样的鲜明反差中，成为本周媒体舆论激烈表达观点的话题。

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提到了新的高度，并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此时正需
要人们以“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决心，把法治观念融入自己的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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