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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于个人而言或许是波
澜不惊，但对国家而言，高悬改革
风帆的大船已经驶入新的航程。今
天开幕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注
定要成为改革的新坐标。

这一天，让人等待已久。自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亮相以来，
社会各界对新一轮改革的议论
与日俱增。无论各自设想着怎样
的改革，我们都深知改革只能向
前，改革不会止步。中国已经靠

改革开放获得了快速发展，也能
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在发展中出
现的问题。邓小平曾说过，“不改
革会失去人心，只有死路一条”。
在利益分化、价值多元的今天，
改革是最大的人心所向。

也应当看到，现在对改革的
热议中还夹杂着对某些具体问
题的争议。每次改革都是对利益
格局的调整，35年前改革在启程
时需要打破平均主义的藩篱，今
天则需要扭转贫富差距过大、利
益格局固化的倾向。改革进入深
水区，险滩、暗流形成了巨大的
挑战。只有拿出更大的勇气，在
更大范围内凝聚力量，改革才能

克服前所未有的阻力。要寻找改
革的“最大公约数”，就要寻找不
同利益群体的共识。

毋庸讳言，社会财富的“蛋
糕”越做越大，单靠物质财富的
增加已经很难有效提升人民群
众的幸福感，推进社会的公平正
义已经成为最广泛的期盼。十八
大报告提出“逐步建立以权利公
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
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目
标，能否把这张蓝图变为施工
图、进度表，也是我们对三中全
会的最大期待。

我们既关心改革目标，也关
心改革路径。打破利益固化的格

局，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蛋
糕”，仅在经济领域“动刀”效果
有限，因为既得利益的背后往往
都有权力的影子。明确权力的边
界，应当成为新一轮改革的关键
问题之一。唯有如此，才能处理
好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的关
系。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
础性作用，营造各类主体公平竞
争的市场环境，必须切断权力与
利益的“黑色交易”。习近平总书
记此前透露，三中全会将提出

“综合改革方案”，这或许意味着
改革将贯穿于各个领域各个环
节，意味着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
食品安全、物价、腐败问题、医

疗、房价、贫富差距、社会保障、
教育、收入分配等问题，都有望
得到进一步的回应。

今天，因为对改革寄予厚
望，我们高度关注三中全会。但
是，改革没有旁观者，面对深刻
而全面的社会变革，任何人都不
可能置身其外。新一轮改革能否
顺利抵达目标，就取决于全社会
的合力指向哪里。对于改革，我
们不能仅仅是有兴趣、有期待，
更要有参与、有创造。我们既要
有啃硬骨头的勇气，还要有自我
改革的胸怀以及迂回前进的智
慧。从今天起，我们要做新一轮
改革的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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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探
索基层大部门制改革的安徽省
六安市叶集镇，以“改革失败”的
答卷，为中国进一步探索和推行
基层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有价
值的经验。

叶集镇在1995年被批准为
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镇，1998年
被安徽省批准设立叶集改革发
展试验区。当时牵头设立试验区
的安徽省体改委原主任周古廉
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叶集率
先打破部门分割，将关联部门合
并成一个大机构。试验区仅内设
经贸发展计划局、农村发展局、
教育科技局等17个大机构，对应
上级72个具体部门。

虽然当地政府承认当年“大
局制”有效实现了减员增效，但
如今叶集的改革仍然“夭折”。当
年合并的部门如今又重设。试验
区工作人员随着机构重新裂变
而膨胀，从1999年的358名快速
扩张至579名。

周古廉说，由于相应的财税
体制没有配套改革，仍然按照条
块划拨，并且近年来部门资金用
途规定上越来越细化和分割，导
致当地财政支持资金剧降。随着
国家转移支付的力度加大，各部
门项目投入相应增多，叶集在申
请项目时一再遭拒，不得不重新
单设机构才能获得项目资金。

专家指出，叶集试验区是中
国艰难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缩
影，也折射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
需要取得新的突破。 据新华社

“啃硬骨头”、“涉险滩”已
成为习近平为人熟知的“改革
比喻”。10月，在亚太经合组织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又
用“爬坡过坎”、“成长的烦恼”
来形容中国经济转型之艰，又
以“彩虹往往出现在风雨之后”
表明坚持改革的信心。

观察人士认为，领导层用
生动形象的比喻讲改革，起到
了传递政治勇气和智慧、凝聚
改革民意的作用。在十八届三
中全会召开前夕，这样的作用
尤为重要。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
主任王长江说，抓住百姓最关
心的问题，通过语言动员来凝
聚人心，使大家理解改革的方

向，明晰改革的路径，高层用比
喻讲改革是有政治考虑的。“改
革如果没有足够的人气，就很
难推动了。”他说。

人们注意到，十八大以来，
以往在“官话”中少见的生动比
喻多次出现在中共领导人关于
改革的讲话中。

去年12月在广东考察工作
时 ，习 近 平 首 次 用“ 啃 硬 骨
头”、“涉险滩”、“突破利益固
化的藩篱”等比喻，强调改革
需要“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
慧”。今年全国两会闭幕后的
记者会上，李克强一句改革

“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使
人印象深刻。

华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戴

仲川说，改革面临重大利益格
局调整，要减少既得利益方的
干扰，要有决心勇气和政治智
慧，更要凝聚共识。中国人口众
多，情况复杂，如果用很深奥的
理论和语言，就和老百姓隔一
层皮、隔一堵墙。

在福建省南安市梅山镇蓉
中村党委书记李振生看来，这
些比喻通俗易懂，让老百姓明
白改革的重要性和现实的复杂
性，才会真正把中央精神贯彻
下去。“我们长期听官话，照本
宣科，一套又一套，这个领导说
今天我讲‘三点’，那个领导说

‘一二三四五’，说的都是大道
理，老百姓听不懂。”他说。

据新华社

安徽一镇“大部制”试点18年夭折

改革“修辞学”让百姓听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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