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都是
重头戏。今年的省两会在十八届三
中全会后召开，关系着全面深化改
革在山东的具体部署，意义更为重
大，政府工作报告写什么和怎么写
也就更引人关注了。郭树清省长的
政府工作报告虽然简短，却有很多
创新性的表述，朴实直白的语言指
出了问题，也指明了方向。文风的创
新折射了政风的改变，也体现了思

想解放和开拓进取的精神。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仍然涉及

各个领域，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这次
把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摆在了更突出
的位置，而对已经取得的成绩则是

“轻描淡写”。其中，谈到产业结构调
整升级时，郭树清省长一连提出七
个“能不能”的问题，给人留下了深
刻印象。两会议程紧凑，能否在有限
的时间内集中精力，围绕重点分析
形势、研究问题，决定着两会的质量
和效率。政府工作报告省去“穿靴戴
帽”的套话，直奔主题，抓住要害，增
强了改革发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也更容易调动全省人民干事创业的
热情。

在很多人看来，政府工作报告

因为涉及政治、经济等重大问题，通
常要运用很多专业术语，不是普通
群众能轻松理解的。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不仅做到了“深入”，还做到
了“浅出”，比如七个“能不能”的问
题，就把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结合
我省实际情况形象化、具体化了。这
样的报告不需要专家做太多的解
读，普通群众也能看明白。以朴实生
动的文风向大会作工作报告，有一
说一，简明易懂，也体现了政府对人
民权利的尊重，政府工作报告“避虚
就实”，人大代表在审议时才会更有
针对性和建设性。

政府工作报告突出一些亟待解
决的问题，把原则性和方向性的改
革结合山东实际问题具体化，不仅

明确了政府部门的工作目标和路
径，也对群众做出了庄严承诺。只有
啃下这些改革的“硬骨头”，政府才
能获得人民的“好评”。从这份直指
问题的工作报告中，也可以看到政
府攻坚克难的勇气和信心。政府工
作报告的锐意创新本身就是对因循
守旧说“不”，也必然推动全社会冲
破思想观念的束缚，把蕴藏在人民
群众之中的力量进一步挖掘出来，
释放出来，形成更大的改革合力。

群众之所以格外关注政府工作
报告，不仅仅是想了解具体的民生
政策，更希望能从字里行间看到执
政者脚踏实地、知难而进的气质。在
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这种锐气尤
其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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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指问题的报告显现改革的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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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行政化不能只靠摘校长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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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增6行是对民间智慧的肯定

□本报评论员 吉祥

17日上午，郭树清省长在政府
工作报告中采纳了基层群众代表
宋章峰的创业建议、杨绍凯加强农
村师资建设的建议，报告专门为宋
章峰的建议而修改增加的文字多
达6行。

每年省两会召开前，由省政府
召开基层群众代表座谈会，多听民
声、广采民意已经成为惯例。“知政
失者在草野，知屋漏者在宇下。”社
会生活中存在哪些问题，政策在基
层执行得怎么样，人民群众看得最
清楚、感受最深。只是因为政府和
百姓之间沟通渠道的不完善，基层
的问题有时很难及时反映上去。

在两会前几天召开的基层群

众座谈会上，郭树清专门提醒代表
要知无不言，并鼓励他们“多谈谈
过去一年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不
足”，之后他还将基层群众代表的
建议添加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中。

政府工作报告是观察省政府
工作的重要窗口，里面既有对过去
一年工作的总结，也有未来一年的
工作打算。在报告中采纳基层群众
的意见建议，既可以看出省政府希
望通过报告发现问题、回应民众参
政议政诉求、关注民生的价值取
向，也可以看出省政府对民间智慧
的肯定。当然，我们更希望此举能
形成一个好的示范效应，从省里到
地方的各级政府部门在平时工作
中将听取民意常态化，让工作更符
合百姓期待。

□张榕博

17日下午，教育界委员热议中
小学去行政化。此前，潍坊、青岛先
后摘掉了数百名校长的“官帽”，为
教育去行政化开了先河。

一些基层委员爆料，有些县乡
领导干部为了在行政级别上“提半
格”，纷纷争当“副县级”的中小学
校长，当地的教育便会出现外行领
导内行的情况。

一位政协委员指出，许多已经
摘掉“官帽”的校长迎来送往、评奖
评优一点也不比以前少。因为校长
有机会转回教育局管理层，因此这
些摘掉“官帽”的校长仍有机会官
复原职。

更让大家担心的是，因为官本
位思想根深蒂固，校长没有了行政
级别，学校自身的自主权也随之大
大降低。原来校长还可凭借行政级
别为学校争取政策，如今校长的职
权则仅限于“专心指导教学”。

可以看出，摘掉校长的“官
帽”不等于教育去行政化，更不等
于行政改革中摒弃了官本位。一
位政协委员提出，应该让法律去
管理学校。教育去行政化的真正
目标和方式，就是让教育行政部
门今后只负责学校师生的服务与
考试安排，剩下的事，都交还给学
校自己决定。

(作者为本报时政新闻中心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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