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再出发将首选民生领域
人大教授杨光斌做客齐鲁大讲坛谈十八大后改革新风

本报济南12月16日讯(记者
吉祥) 十八大报告释放了强烈的
改革信号，哪些领域的改革会率
先启动？十八大后，中国的政治发
展有哪些新的动向？16日，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
学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长、政
治学系主任杨光斌教授做客齐鲁
大讲坛。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
与听众分享了他对十八大报告的

认识。本期齐鲁大讲坛由山东师
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魏
建主持。

讲座开始后，杨光斌率先解释
了未来五到十年的政治发展。他说，
党内高层在十六大就达成共识，本
世纪头20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2011年的“十二五规划”再次强调战
略机遇期，这就意味着，至少到2020
年，在常态的政治环境下，发展和建

设依然是重心，“所有其他的工作和
政策都要围绕这个战略来进行。”

杨光斌说，十八大报告释放
了强烈的改革信号，大家都关心
决策者会率先启动哪些领域的改
革。他分析，新一届领导集体改革
再出发的首选应该是民生领域，

“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杨
光斌判断，未来五到十年，民生会
被当做优先的政策加以连续性

地、大力度地执行。
杨光斌说，他原本担心讲的

题目比较严肃，来不了多少听众，
但现场早早就坐满了人。在讲座
结束后，听众争相提问与十八大
报告相关的问题。

“改革需要凝聚共识。”杨光
斌表示，尽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
利益诉求，但多数人对改革的共
识是建立一个“公正社会”，保证

富人利益增加不以社会弱势群体
利益的损失为代价，“既保护富人
又保护穷人，有了社会的基本公
正，才有社会的和谐。”

齐鲁大讲坛由省委宣传部、
省社科联、山东大学、齐鲁晚报联
合主办，以“搭建思想平台、共享
精神财富”为宗旨，每期邀请一位
嘉宾担任主讲。大讲坛坚持公益
性原则，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格讲座内容细读

小康社会之后应是公正社会

杨光斌认为，“小康社会”之
后应该是“公正社会”，即建立一
种公正的政治-经济-社会机制，
以保证富裕起来的人的利益的
增加不以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
损失为代价，从而既保护富人的
利益使社会保有创造力，又保护

弱势群体的利益使社会进步更
平稳。

杨光斌说，“小康社会”之后的
“公正社会”是现实的迫切需求。他
指出，根据一项民意调查，超过三分
之一的人担心贫富分化、利益集团
坐大，可能会阻碍中国未来的发展。

“比方说打手机，中国的话费
是国外的十倍，为什么这么贵？垄
断。我们的汽油价格竟然比美国
贵，其实背后都是行业部门的利
益。”杨光斌说，所有这些问题或
者不满，基本上都与社会不公正
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总书记重走南巡路表明改革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后首次

考察，选择深圳这个“在我国改革
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杨光
斌说，总书记此举象征意味明显。

“这说明新一届领导集体要继续
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这句话说
好说，做起来很难。”杨光斌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重走邓小平20年前
的“南巡路”，说明改革再出发已
成为新的领导集体的共识。

杨光斌注意到，十八大后，李
克强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
作座谈会上指出，“改革是最大的
红利”。尽管此行习近平总书记的

话不多，但他以实际行动表明改
革的决心，“改革的信号很明显、
很准确，应该不会产生其他的解
读。”他说，社会各界已经感受到
新领导层推进改革的坚定决心，

“目前最关心的是改革怎么改，怎
么进行制度建设。”

八项新规传递更贴近群众信号

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
开会议，通过了改进工作作风、密
切联系群众的8项规定。

对此，杨光斌分析，这说明领
导层对共产党优良传统的重视。
在他看来，八项新规中减少交通
管制，一般不得封路；考察要轻车

简从、减少陪同；多同群众座谈等
规定，都是共产党群众路线的一
部分。“党的高层干部下去调研不
能走马观花，如果上面这样做了，
下面就不会不这样做。”杨光斌
说，8项新规传递了积极的信号，

“去官本位，更贴近群众”。

杨光斌解释，“从群众中来到
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如果8项新规变成一种制度，不仅
可以改进作风，还可以在决策中
更好地反映民意，“某种程度上也
可以将其看做一种民主政治方
式。”

“只要还能说话，我就要去上课”
东平教师李曙光身患癌症，仍坚持站在讲台上
本报记者 徐洁 本报通讯员 王玉森

杨光斌做客齐鲁大讲坛，进行热情洋溢的演讲。

大家听完杨光斌的讲座后，纷纷踊跃提问。

讲座结束后，杨光斌被“粉丝”团团围住。
摄影 本报记者 郭建政

推进大部制改革关键需要魄力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稳步推进
大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
杨光斌认为，推进大部制改革，需
要最高决策者拿出勇气和魄力，自
上而下推动。

在杨光斌看来，中国政府部
门设置依然具有计划经济的特
征，即按照行业和产品而设置政
府主管部门。政府部门设置的计
划经济特征不但是执法部门之间

的利益冲突，更多表现为与民争
利，比如：利用公权力而设置进入
市场的门槛并“寻租”，大大增加
市场的交易费用；在财政预算中
分得一大块蛋糕，而这些不必要
存在的部门预算本来是可以花在
民生上的。

杨光斌说，大部制改革现在
面临的问题是“下搞上不搞”。目
前，广东顺德等地已经在探索大

部制改革，但中央的大部制改革
却动作甚小。“比如，地方改革后
组建了文广新局，但对应到中央
却有广电总局、文化部、新闻出版
总署。”杨光斌表示，“下搞上不
搞”导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
针”的局面。

杨光斌说，实行大部制改革，
必然会触动一些部门的利益，这
就考验改革者的决断与勇气。

他查出食道癌，手术切除了大半的胃和食

道，从此他不能平躺睡觉。半年后，出乎所有人

意料，他又站上三尺讲台，带两个毕业班。他说：

“只要还能站着，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只要还能

说话，我就要去上课。”他就是泰安市东平县高

级中学教师李曙光。

即使身患癌症，李曙光
依然站在讲台上。(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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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1998年7月，李曙光从
山东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到
东平高级中学当了一名人
民教师。从2002年开始，李
曙光一直担任班主任。2006
年来，李曙光同时担任班主
任、学科组长、教科室副主任
和高三4个班的教学任务，每
天都要早出晚归、加班加点，
连上厕所都要跑着去。14年
来，教学和学生就是他生活
的全部。但他觉得，当老师就
是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岗
位，只要能站在讲台上，只
要能与学生们在一起，就能
感觉到快乐和幸福。

2009年4月，李曙光被

确诊为食道癌。住院期间，
他不顾医生和家人劝阻，坚
持工作。手术后三天，他就
通过电话和代理班主任交
流工作，并不断给学生写
信，督促他们努力学习。

两个月后，李曙光食道
癌手术后出院，他不顾身体
虚弱，坚持要求上课。学校
领导和家人坚决不同意。后
来，他又专门给校长写了一
封信，表达了他的愿望。他
在信中写道：“能与学生们
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快乐。
我想，我还算得上是一名称
职的老师，趁着我现在还能
站在讲台上，我希望能再为

教育多出一分力。”考虑到
身体原因，学校只给他安排
了高三一个班的教学任务。

由于食道和胃大部分
被切除，李曙光现在的消化
功能严重紊乱，每天不是胀
肚子就是腹泻，每顿饭都只
能吃一点煮烂的面条和菜
叶。晚上睡觉时，背部要垫
一尺多高，否则胃液就会倒
流。简单的日常生活，对他
来说，也变得十分艰难，但
是他却说：“教学是老师的
本分，课堂是老师的岗位，
只要还能站在讲台上，只要
还能在学生们中间，什么样
的困难我都能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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