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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评说

集集体体决决策策是是给给一一把把手手““上上保保险险””
□郑德平

□刘金忠

头条评论

本期杂谈

为增进与读者的互动，广开
言路，本报开设观点版，每周一
期。欢迎广大读者对发生在身边
的大事小事发表自己的见解，为
城市发展建言,为社会进步献策。
来稿信箱:dct6921@163 .com，互
动QQ群:190319560。稿件一经
刊发，即付稿酬。

征稿启事

27日，德州第二期中小学师德建
设会议在北园小学召开，130名中小
学校长探讨深化师德建设举措。

◎社会对教师的行为规范、道
德准则，一直有着较高的要求。强
调师德建设，树立师表形象，啥时
候也不过时。

商务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高
端酒水企业的销售和利税都呈现
出负增长的趋势，有的高端酒水企
业同比下降30%左右。

◎尽管不能直接断言高端酒
不好卖和节俭风、反腐有因果关
系，但可以肯定的是，后者一定对
前者有影响。从这个层面而言，希
望高端酒水销售继续下降。

8月20日至25日，临邑县1098
名村官集中向村民述职，由村民代
表现场打分，满意度低于50%的，被
要求主动辞职。

◎村官的服务水平如何由村
民说了算，无疑会极大地调动村官
服务的积极性，也能提升村民参与
管理的积极性。

德州市地税局率先在全市范
围内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对全市
1899位纳税人开展地税服务社会
满意度调查。

◎先行先试的勇气和更高明
的制度设计值得鼓励，大家期望看
到的是，第三方能够真正独立运
作，调查结果能够被恰当地运用到
管理过程中。

从从老老太太平平街街的的由由来来谈谈谈谈德德州州地地名名

谈德州地名，就不能不谈
谈太平街的设置。从民国《德州
志》看，老太平街至少从民国年
间就有了。由于津浦铁路恰在
清末民初开通，1908年，德州火
车站设立运营。在德州人心目
中，这是步入现代社会的一道
天然界线。“出了火车站一路太
平”，也便成了老德州人民的一
句吉祥如意的口彩。

老德州的地名有一个强烈
的特色，那就是和德州人民的
日常生活紧密结合，非常生动
地反映着德州人民的现实生活
和历史文化。比如，旧德州是运

河上的著名商埠，德州就有米
市街、马市街、柴市街、水市街、
枣市街、线市街、羊市街、兴业
街、仓楼街、当铺街等命名。还
有盐店口街、豆腐巷、兴华街、
兴隆街、招商街等等反映德州
人民根据自身特点，发展商业、
改善民生的基本愿望的美好设
置。德州作为南北交通要冲、具
有港口城市特征的重要佐证，
德州还有闻名遐迩的大小两个
竹竿巷。两个竹竿巷濒河而设，
南北竹器产品在此展示，两条
街都是南北竹器生意荟萃之
所。其余如税务街、卫署街、状

元府后街、司令部街、石头牌坊
街等等，则无不反映着德州当
时的古风古貌和历史文化实
际。

综上所述，德州的历史地
名特色极为显著，较之于同等
水平的其他城市，不失为一个
上乘的或者至少是比较好的地
名架构。特别是太平街的设置，
是一个成功之作。后来的情况
变得复杂起来，随着城市规模
的扩大，新出现的地名没有注
意发掘利用德州辉煌的地域文
化资源，而是随意地胡编乱造
出许多不伦不类的街名来。极

左路线的影响严重侵害了德州
的街名架构，特别是当人民有
条件考虑、规划、设计自己的精
神文化生活与环境美结合的时
候，在兄弟地市把自己的城中
水面命名为“东昌湖”、“双月
湖”的同时，我们命名了一个至
恶至俗的“新湖”，这几乎在所
有的论证会上，被专家们嗤之
以鼻。

致力于建设文化高地的德
州，正在呼唤一个文化的、向上
的、美好的、可以反映德州历史
文化实际的地名架构。德州的
地名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据报道，前段时间，德州市
纪委、市委组织部联合出台了
完善县级领导班子“三重一大”
决策制度的试行意见，对全市
的县级领导班子集体决策制度
提出明确要求，制定了严格的
决策程序和决策步骤，并将执
行情况纳入考评考核。

我们注意到，有媒体将这
一试行意见解读为“重大事项
不能一人说了算”，这所谓的

“一人”，当然指的是班子主要
负责人，也就是“一把手”。大家
有这样的解读并不难理解，这

些年来，在很多部门和地方，
“一把手说了算”似乎也成了一
个不争的事实，最大的权力给
了一把手，最重的担子也压给
一把手。而事实上，按照我国现
行法律法规，各级党委和政府
应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
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决策原
则，并做到依法和公开。我们认
为，此次德州有关部门重申并
规范这一制度，从廉政风险管
控角度看，能达到引以为戒和
未雨绸缪的目的；而从确保县
级领导班子规范运作的角度

看，是给一把手“上保险”。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三

重一大”的内容指的是“重大决
策、重要干部使用、重大项目安
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事项”，涵
盖了领导班子决策的主要内
容，也是一个部门和地方最重
要的施政要素，这些决策事关
大局，如果缺乏有效监督和科
学决策，一旦失误，将造成严重
后果，这样的教训在国内其他
城市已屡见不鲜。而领导班子
的集体决策和民主监督，最大
程度地堵住了各种漏洞，让重

大事项万无一失，即使稍有差
池，也能群策群力，尽快得以补
救，决策多一份责任，也就少了
一份风险。

当然，按照组织部门“谁决
策谁负责”的原则，领导班子决
策出现失误，照样会被追究责
任。集体决策不是相互推卸责
任，而是给了集体一个纠错机
会，最大限度地避免一把手陷
入“万劫不复”的地步。所以，集
体决策给“三重一大”事项系上
一根安全带，更是给班子一把
手规范施政“上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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