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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姓埋名”

捐资助学当提倡

本地新闻评论版邮箱：
bendipinglun@126 .com

近日，我省启动“一圈一带”区
域战略部署，引起广泛关注。无论
是“七城居民逐步按实际居住地落
户”，还是省会城市群构筑“一小时
生活圈”，都让全省的老百姓看到
了我省今后发展的新希望。

近年来，我省中西部地区逐渐
呈现出发展速度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的新态势，但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还是全省的一块“洼地”，要实现富
民强省的整体跨越，迫切需要中西

部地区加快突破。
“一圈一带”战略的一个重要

特点就是综合调动现有能力和潜
在能力，“把口袋里面的生产力全
都掏出来”。为了支持西部隆起带
的发展，我省设立总规模200亿元
的专项资金和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引导带动社会资本加大投入，充分
调动市场主体和民间资本的潜力。
发挥政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
用，需要各市运用好市场规则和金
融工具，给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投资
氛围。

从整体部署来看，省里充分考
虑到各市的具体情况，要求各市探
索角色定位，发掘自身潜在优势。

近年来，我省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和
公共财政收入分别仅占全省的
29 . 2%和22 . 5%，城镇化水平低于全
省近 7个百分点，这些差距也是
发展的潜力和动力。与相邻省份
的城市相比，我省西部地区在经
济总量、发展质量等方面有优
势，在资源储量、市场规模、文化
底蕴方面也有很大的潜力。“一
圈一带”的建设，需要这些城市
挖掘自身优势，把资源优势转化
为发展的动力。

我省“一圈一带”建设重在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各城市寻找
到“共赢”的契合点。比方说，《省会
城市群经济圈发展规划》提出“一

小时生活圈”的概念，无论是跨市
办学还是建立区域医疗集团，都需
要市级政府自身打破利益“壁垒”，
通过积极主动的协调合作，给投资
者提供便利的公共服务。只有在自
己身上下苦功夫，形成结构合理、
分工明确的城市体系，才有可能把
中西部地区打造成新的发展高地。

规划和政策要落到实处，需要
各市严格按照省里的部署自我改
革，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
作用，给民间资本、社会组织充分
的信任。当然，“一圈一带”建设不
光是政府的事，也给营商主体和普
通劳动者创造了发展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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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齐鲁视点

“练好内功”才能“四两拨千斤”
———“一圈一带”建设系列谈之一

“天价月饼”淡出折射反腐成效
刘红杰

今秋月饼价格“亲民”，“天价
月饼”几乎不见，月饼市场主打简
包装重视口味，很多以高档礼盒为
主的生产厂家转而开发中低端市
场。月饼市场的这个变化折射了反
腐成效，包含在月饼里的腐败味不
那么浓了。(详见本报A8-A9版)

往年一到中秋节，“天价月饼”
铺天盖地，一盒月饼动辄数百上
千，月饼从普通的必需品变成了奢
侈品。这些“天价月饼”几乎不可能
摆上普通百姓的餐桌，大部分用来
送礼流入了某些官员公款吃喝、巧
收贿赂的口袋里，成为了滋生隐形

腐败行为的温床。“天价月饼”大量
涌现已不仅是商业问题，它日益成
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败坏社会风
气。

今年“天价月饼”偃旗息鼓不
是偶然的，连续三记重拳给畸形的
月饼消费市场敲响了警钟。三年前
我国出台月饼标准，对月饼包装做
了规定，限制了豪华月饼的市场；
去年，中央反对浪费倡导节约新
政，限制“三公”消费，这使公款团
购月饼量下滑；日前，中央纪委又
作出部署，要求坚决刹住中秋节、
国庆节公款送月饼送节礼、公款吃
喝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反腐风
一阵猛过一阵，很多心存侥幸的人

也不得不收敛。
市场的嗅觉最为灵敏，在这阵

反腐疾风下，月饼礼盒齐步走起了
平民路线。各月饼厂家全力以赴生
产中低端价位产品，希望借大众
化、亲民路线突围。从经济学的角
度讲，天价月饼的出现就是生产商
看中市场需求而产生的。同样，天
价月饼的淡出也是因为市场需求
没有了。

当然，我们在为天价月饼淡出
叫好的同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
脑。天价月饼的淡出反映了反腐败
具有一定的成效，但同时也有可能
是腐败行为走向了隐蔽化，而不敢
公开化。因为，即使没有天价月

饼，也会有其他的天价物品来替
代。一个官员的腐败途径多种多
样，远不是几盒天价月饼所能解
释的。因此，仅仅天价月饼淡出
并不能禁止腐败行为，新的腐败
形式的出现使得反腐败任重而
道远。腐败行为要通过制度、监督、
查处来防范，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
里。希望年年的中秋月饼都能回归
月饼本来的味道，让民众赏到真正
的清风明月。

(作者为本报经济新闻中心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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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工会金秋助学，17名品学

兼优的学生得以救助，自始至终，笔
者在潍柴电视台上没有见到一个活
动画面，只听了播音员简短的几十
字文字稿，中间连一个学生和家长
的名字都没有，听罢不禁为其良苦
用心叫好。

捐资助学，功在当今，利在后
世，是积德行善的大好事，这是正能
量，值得弘扬，但要学会换位思考。
近年来，社会上有些捐资助学单位
大肆宣传报道，将受助人的隐私大
白于天下，让受助人叫苦不迭。要知
道有些受助人不愿将其受捐助的事
情公之于众，如果大张旗鼓宣传，不
但泄露了其隐私，还增加了其心理
负担，让一件好事变了味。

这17名学生因种种原因接受救
助，但相信他们都不希望自己的名
字被公之于众。他们不希望被贴上
贫困生的标签，否则会给他们造成
巨大的心理压力。因为学生处于未
成年或青春期阶段，自尊心和自我
保护意识都很强烈，他们易受到社
会评价标准影响，容易产生自卑心
理，而名单公示会更加强化这种自卑
感。

做好事不一定非要受助人出面
感谢，我们要弘扬扶危济困的社会道
德风尚，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有
关部门这次对捐资助学的冷处理是
人性化的具体表现，值得提倡。

(读者 范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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