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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美好的梦想从机会平等开始
——— 你我的中国梦之一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的闭幕会上，新当选
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
话，阐述中国梦。习近平说，
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
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创造出
来。这一语道出了实现中国
梦的关键，就是机会平等。因
为，人人都可以梦想，多数人
也不惮于奋斗之苦，对不同

社会阶层的人来讲，实现梦
想的机会往往是不平等的。

继续改革的最大挑战则
来自于既得利益和特殊权
力。虽然以市场化为目标的
经济改革取得了显著效果，
但是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
中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因
为身份的不同，城乡居民在
劳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
保障等方面呈现了不平等的
待遇。每一个不平等的待遇
都是不平等的起跑线。农民
工的子女如果得不到公平的
教育机会，在就业竞争上必

然处于下风，然后只能从事
简单、廉价的体力劳动，在医
疗、住房、养老、社会保障方
面也只能享受低水平的待
遇，最终很可能要重复父辈
的人生。在阶层固化的社会
当中，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社
会成员人人自危，创新精神
便如无本之木，渐失活力。在
这样的环境中，精英阶层容
易自觉地结成同盟，凭借手
中权力和财富出神入化地游
走在体制内外，“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无需再做梦。而
更多的弱势群体，权利不得

伸张，利益难以保全，处处碰
壁，久而久之就无力再做梦。
这样的社会自然死气沉沉，
缺乏前进的内在动力。

梦想都是对现实的映
射，中国梦自然也要回应现
实问题，无论未来多么美好，
都必须从当前迈出第一步，
否则就会成为空中楼阁。“保
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
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实现中国梦也应该朝着这个
目标前进。实践证明，改革的
进程不仅是创造财富的过
程，也是打破身份壁垒，创造

平等发展机会的过程，如果
当初不还农民进城务工的自
由，经济发展就不会有持续
强劲的动力，改革的红利就
来自于权利的逐渐平等。今
天畅想的中国梦仍然离不开
这个主旋律，必须给全体国
民尤其是年轻人一个更平等
的舞台，让他们通过自己的
奋斗去实现人生理想，不用
靠出身，也无需仰望他人。

中国梦是实现民族复兴
的伟大之梦，这个梦想的基
础是每个国民的个体之梦。
如果社会分化、阶层对立，国

民的个体之梦大相径庭，就
很难汇聚到一起。让国民有
大致相同的梦，一时的“均贫
富”不如永久的“等贵贱”。这
就需要我们把点滴的进步和

“变革”制度化，以制度巩固逐
渐取得的权利平等。就像通过
选举法的修改实现了城乡“同
票同权”一样，还可以依靠法
律实现更大范围的“同工同
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
逐步消解既得利益和特殊权
力对改革的阻力。这个过程或
许很漫长，但在平权的道路上
只能进不能退。

改革的红利就来自于权利的逐渐平等。今天畅想的中国梦仍然离不开这个主旋律，必须给全体国民
尤其是年轻人一个更平等的舞台，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去实现人生理想。

封二

□王昱

“勤俭节约的要求太苛
刻了……我们被迫转入地
下。只要不被大众媒体或老
百姓抓到，上级就不会惩治
我们。”福建一官员如是说。
近日，多家媒体纷纷报道，为
了逃避中央对铺张浪费之风
的打击，一些地方开始在食
堂或私人会所里大摆筵席，
甚至把茅台酒装进矿泉水瓶
里以掩人耳目。

吃个饭还搞得鬼鬼祟

祟，真是难为了这些干部。不
管“矿泉水瓶里装茅台”这样
的创意最初是谁的神来之
笔 ，都 的 确 很 有 象 征 意
味——— 中央三令五申力图禁
绝的“舌尖上的腐败”，在个
别地方又以“新瓶装旧酒”的
形式重新上市了。冒着被查
的危险也要喝茅台，看来某
些官员这公款吃喝的瘾真是
不轻。症重如此，光靠体制内
的监督显然是鞭长莫及，就
算真的勉强管住了，也不知
要耗费多少公共资源。

不过，想解决这个问题，
贪吃的官员们自己倒是指了
条明路，“只要不被大众媒体
或老百姓抓到”云云，分明指
出了解决该问题的关键所
在——— 媒体和公众的监督恰
恰是根治这一腐败的特效
药。给媒体和公众更多监督
的权力与空间，让社会监督
的阳光照进政府内部，转入
地下的腐败自然会随着监督
的到来而“见光死”。而要让
媒体和公众真正有力起来，
一方面，需要建立有效的渠

道，让公众和媒体能够监督；
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监督者
的权利给予充分的保障，让
公众和媒体敢于监督；同时，
更有赖于纪检机构对这些来
自社会的监督及时回应。

与其仅靠监督部门自身
的力量反腐，不如把更多监
督的空间开放给媒体和公
众。来自媒体和公众的监督，
不仅能为治理公款吃喝提供
有力的助推，更会为进一步
的廉政建设打好基础。

□汤嘉琛

28日有消息称，重庆沙
坪公园内的“文革”红卫兵墓
园清明节将开始对市民开
放。但随后沙坪公园管理处
表示，网传消息不实，该园存
在多处安全隐患，目前未对
外开放。究竟是开放还是不
开放？一天之内反反复复，在
让关注这一消息的公众失望
之余，也恰恰说明了反思“文
革”的必要。

在这片墓园里，葬着上

百名在1967年5月至8月间被
打死的中学红卫兵，以及重
庆厂矿企事业的工人造反
派。墓园四周有围墙，平时大
门紧锁。正如这座墓园一度
沦为被遗忘的角落，“文革”
也曾长期被历史遗忘，甚至
一度被当作一个敏感词。过
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文
革”历史的记录与反思，受到
各种有形无形的限制。“文
革”的苦难与教训，在这种回
避中部分被掩埋，才过了30

多年，那段岁月就已变得非

常模糊。如今的“90后”“00

后”们，很多人已经对那段历
史一无所知；还有一些别有
用心的人，则在网上给“文
革”历史“招魂”，甚至试图美
化那段历史。

如果像之前网传的消
息，重庆能重新开放红卫兵
墓园，将既是对墓园亡灵的
尊重，又是一次直面“文革”
历史的尝试，更为全面反思
那场浩劫提供了一个场所和
契机。对于“文革”的反思，应
该从给真实历史“脱敏”开

始。对“文革”进行充分研究，
让更多的知情人站出来讲述
那段历史，让更多的年轻人
知道那段历史，这才是对待
历史应有的态度。

鉴往方能知来，对待历
史的态度，决定了我们如何
走向未来。我们当然希望，有
越来越多的地方，别再将“文
革”当作敏感词，而是在反思
中走向未来；我们更希望，对
于历史的还原与反思，能够
进一步上升为国家行动，早
日补齐那残缺的历史拼图。

转入地下的公款吃喝最怕舆论监督

开放红卫兵墓园，才能补上历史拼图

现在是中国进行

重大调整的时候了

现在是中国发挥其战
略谋划特长，进行一次重大
调整的时候了。

拖延不是选项。结构性
调整被拖延得越久，经济体
就越需要依赖于短期的策
略性调整，而不是由长期的
战略规划引领。现在，中国
的外部环境已无法支持以
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因
此，转向依靠内需，对中国
来说已经越来越紧迫。我满
怀希望地认为，中国领导层
将把握时机，大力推进以消
费为主导的经济改革。从中
国角度看，转向一个更多地
由消费和服务业引领的增
长模式，将开创一个新的增
长略微放缓但更可持续的
新时代。

中国有着更加美好的
未来。但只有当中国回归
其强项，即以一个战略管
理者的姿态来管理自身
非凡的经济时，这种奇迹
才可能延续下去。这也要
求中国把目光转向“再平
衡”和改革议程。越早越好。
(作者斯蒂芬·罗奇，美国耶
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
院资深研究员，摘编自3月
27日《人民日报》，标题有改
动)

期待最高人民法院

推动五大改革

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周强在我国法学重镇西
南政法大学接受过七年的
正规法学训练，早年在司法
部任职时还做过肖扬部长
的秘书，而肖扬对我国的司
法职业化建设贡献甚巨。身
为法律人，我对周强院长亦
有如下寄语：

一、院长参与案件的庭
审并撰写裁判文书。法院院
长首先是法官，不合格的法
官岂能当法院院长？

二、逐步减少并最终废
除法院内部种种奖励制度。
对法官的最好奖励，莫过于
将他撰写的司法判决意见
网上公开，让他的司法理念
和法治思维感染和影响社
会大众。

三、改革法院的考核制
度，最终把法官法规定的审
判工作实绩作为唯一考核
项目。

四、改变裁判文书签发
制度而厉行案件管理制度。

五、致力于基层法院的
建设与发展。(作者刘练军，
法学博士，摘编自3月28日

《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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