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制造”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赶超

今年是《中国制造2025》十年规
划全面启动实施的第一年，工信部
部长苗圩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工
信部已对此制定了工作计划，11个
相关配套文件上半年基本全部出
台。此前对《中国制造2025》进行解
读时苗圩表示，在全球制造业的四
级梯队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要成
为制造强国至少要再努力30年；想
要越过工业化直接进入以服务业为
主导的发展阶段，并不现实。

对于那些还沉浸在“世界工厂”
称号中的人来说，苗圩给“中国制

造”的定位，不啻浇到头上的一盆冷
水，带来了寒意，又提神醒脑。既然
工业化是无法逾越的阶段，目前的

“中国制造”也没有想象中的强大，
制造业转型升级就成了不可绕过的
任务。半年时间出台11个文件的效
率，恰恰说明这项任务的刻不容缓。

回想前些年，当不断传回的消
息告诉人们“中国制造”遍布全球、
中国被冠以“世界工厂”称号时，人
们所感受到的是由衷的自豪感。与
此相印证的是不断扩大的出口，是
国际品牌来华投资的飙升，以及部
分领域精尖科技的落地。纵向对比
之下，“中国制造”的进步是显著的，
对信心的鼓舞是巨大的，就连别有
用心者编织的“中国威胁论”，不少
国人也“欣然”接受了。这里面所反
映出的恰恰就是苗圩提到的“想象

中的强大”。
不管情感上接受与否，苗圩口

中的“第三梯队”、“再努力30年”，都
是客观存在的，随着对外交往的不
断扩大，人们在生活中对此深有感
触。出境游往往伴随着“爆买”，“海
淘”已然成为时尚，即便确实存在

“非理性”的消费观，这些现象也足
以说明问题。与此同时，海外投资的
转移也是有目共睹的，印度等拥有
更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正向“世界工
厂”发起冲击。

当然，强调现实处境或者说泼
冷水，是为了更客观地自我定位，为
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以往人们常
用“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狂妄自大”
来表述客观的自我评价，国人对
制造业的认知也应如此。所以，当

“米粉”为雷军登上《连线》杂志封

面而欢呼时，千万不要忘了以赶超
先进为目标的《中国制造2025》仍处
在起步阶段；那些“见过世面”之后
便毫无信心的人，也别选择性地忽
视未来十年“中国制造”即将迎来的
脱胎换骨。

正是在客观定位的基础上，即
便面对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中央
层面仍在加紧推动会带来阵痛的

《中国制造2025》十年规划。事实上，
从去年年底以来，国务院就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工业发展，今
年年初相关政策又扩展到金融领
域。就像苗圩所说的，“把十年的规
划变成了年度的计划，把年度的计
划变成具体的行动，把行动变成效
果。”只有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赶
超，“中国制造”才能够真正超越“想
象中的强大”。

强调现实处境或者说泼冷水，是为了更客观地自我定位，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只有这样一步一个脚

印地赶超，“中国制造”才能够真正实现“想象中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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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对女性的“意识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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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棋局
中，政商关系的调整是关键而复
杂的一步。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
的民建工商联委员时，习近平总
书记用“亲”“清”二字概括新型政
商关系，发人深省、令人振奋。

近年来，在某些地方、某些领
域，和企业家特别是和民营企业
家的接触、联系成了“瓜田李下”
甚至是“雷区”“禁区”。企业的困
难无从倾诉，问题无法解决，甚至
连“政商关系”本身都成了贬义
词。究其原因，里面不仅包含着对
中央八项规定的曲解，本质上更
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缺乏深刻理解。因此，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亲”“清”的政商关系
准则，是正本清源之举。

当然，在政商交往中，大多数

情况下主动权都掌握在“政”的一
边。政要疏，商欲“亲”而不得；政
不清，商也只能“配合”。中央用

“亲”和“清”为政商关系正名、定
位，不仅让政商双方都有规可依、
有度可量，更是为领导干部如何
跟企业家打交道划出了底线，拓
展了空间，协力同心、健康向上的
新型政商关系指日可待。

企业家的获得感与安全感，
是一个国家经济活力的重要来
源。中央用三个“没有变”强调非
公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地位和作用，进一步重申了党和
政府对非公经济的大政方针，正
是在向中国乃至世界宣示：政商
关系不是贬义词，而是永远需要
认真经营和作为的改革重点。（摘
自《人民日报》，作者陈利浩）

“亲”“清”是政商关系底线

葛公民论坛

□郭敬波

近日，安徽黄山黄家炳实验中
学的一名高三女生，在网上吐露了
她遭同班三名男生下“春药”的恐怖
经历。然而黄家炳实验中学乃至黄
山当地论坛中的网民，竟然对受害
女生进行攻击和谴责，认为受害女
生不该将此事捅到网上，影响了学
校与地方的形象。

这又是一次“键盘党”不理智的
宣泄吗？笔者认为没有那么简单，虽
然当前社会男女平等在劳动、就业
等方面都得以实现，但男权社会对
女性的“意识暴力”在某种程度上仍
有残留。女性受害者不但没有得到
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反而受到了攻
击和谴责，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正是因为老师和警方都把这一
恶性事件只看作是一个“恶作剧”而
想大事化小，正是因为三名男生最
重的也仅是受到了记过处分难触其
痛痒，正是因为当地教育部门对该
事件三缄其口不主持公道，这名女
生只能在无望甚至绝望之下，把该
事件发至网上，希望求得一个公正
的说法。

如果该女生还有一点办法，在
自身声誉的压力之下，估计也不会

“自暴其丑”将该事件发至网上 ;如

果当地警方和教育部门能给她一个
说法，估计她也不会这样豁出去宁
可弄得鱼死网破。然而看看警方的
通报吧：“祝这些涉事学生在高考中
取得优异成绩……”

在现实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
一些受侵犯的女性即便警察找上门
也不愿承认，一些被性骚扰的女性
即便忍无可忍也不愿意通过法律渠
道解决，她们为什么在该出手的时
候却缩回了拳头？因为她们顾及自
己的声誉，她们觉得那比追究对方
的责任更为重要。

“三八”节前，上海市统计局社
情民意调查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显
示，只有12 . 6%的市民认为男性高于
女性。数字似乎为男女已经平等找
到了明证，然而，只要对女性的“意
识暴力”仍然存在，“男女平等”就有
待进一步努力。

美国学者贝尔谈及“女权主义”
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太客
气了，我们总是费尽气力避免触犯
男性，更不用说打击他们了。不但免
除了对方实施侵犯的责任，还不愿
意为自己的利益主张权利。”笔者要
为该女生的行为点赞，因为只有她
们的抗争才能消弭男权主义残余，
让男女不仅实现社会表象的平等，
还有内心意识的平等。

□王聃

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
长黄洁夫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
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今年两会
上的提案是呼吁把肾移植纳入大病
医保。（3月8日《新京报》）

与黄洁夫的提案和呼吁相对应
的，是我国器官移植的现状正在发
生巨大的变化。器官移植事业经过
近十年的努力，去年，我国已实现了
移植器官全部来自公民自愿捐献，
器官移植变成公开透明的医疗服
务。但在此种变化之后，器官移植带
来的却是庞大的医疗费用问题。数
据显示，肾移植大约要20万元，心脏
移植差不多也是这个价格。目前器
官移植不在基本医保的范围内，这
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

如此意义上，将包括肾移植在
内的器官移植纳入大病医保，事实
上已经具备了现实的必要性。一方
面，器官移植在很多国家都属于基
本医疗卫生服务。之所以被纳入基
本医疗服务的范围，不是因为手术
费便宜，而是因为对病人而言，这是
一次“生与死”的选择。这是生命的
权利，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卫生
服务。另一方面，我国现有不少发达
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地已将尿毒症

病人透析纳入了大病救助，结果显
示，此种大病救助的效果与社会反
响都是明显的。

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将器官
移植纳入大病医保的范畴，可能会
增加现实医保的支出金额，甚至令
其无法承受。此种观点看似有道理，
实际上大有谬误。姑且不说它大大
低估了现实医保的承受能力，故意
遮蔽了大病医保的救助意义，现实
试点者的经验更是显示，肾移植纳入
大病医保能大大节约政府负担的基
本医疗费用。将其延伸到整个器官移
植的医疗领域，倘若能够将器官移植
纳入大病医保，其费用支出不如想象
的那般高。

媒体的报道曾经指出，中国每
年面临器官衰竭的患者，多达150万
人。只不过，由于身体和经济情况
等，能够承受、支付得起器官移植手
术费用的人，只有其中的五分之一。
因此，对大病医保的报销目录继续
扩容，以国家福利来弥补公民自救
能力的不足，是未来医疗改革的方
向之一。国家应该为公民的窘迫兜
底，这是一种价值体现。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
大代表刘晓翠在发言时，列举了
近两年在网络上热传的一个又一
个校园暴力案例。她说，这几年校
园暴力呈团伙化、残忍化、低龄化
态势，也暴露了对网络视频的监
管缺失。

近年来，自媒体对青少年的
负面影响已经呈现多点开花的趋
势，校园暴力是其中一种极端表现
形式：网络视频中五花八门的暴力
色情内容始终难以根除，尤其是随
着移动终端、社交媒体的兴起，网
络不良信息的传播频率加快、范围
扩大，互相影响走入恶性循环。这
些负面信息对青少年日常生活、精
神世界的干扰越来越大，出现如刘
晓翠所说的那种“获得网红满足
感”之类的情形。

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曾经
用“童年的消逝”来形容由于信息
传播的发达导致儿童过早进入成
年人的世界。自媒体时代的青少
年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无处不在
的信息传播终端把一些连成年人
都难以完全抵御的负面信息全方
位呈现在青少年面前，最终导致
一些青少年走上校园暴力的不归
路。

在自媒体时代，仅仅是禁止
未成年人进网吧远远不够，对于
青少年使用手机、平板等移动终
端也应有相关规定，或者采取技
术手段对内容进行过滤，这些问
题都应该归入反校园暴力立法和
互联网发展整体战略之中加以认
真考虑和规划。（摘自《法制日
报》，作者杜晓）

大病医保“扩容”是对生命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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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诚答问的官员不会被拍砖

仿佛商量好了似的，两会议
政厅中的高官集体当起了“炮
手”——— 不过炮火所向不是别人，
而是本系统、本部门、本地存在的
问题。用语之尖锐，态度之诚恳，
批评之犀利，让人耳目一新。

这一次很有意思，仔细看这
几条新闻后面的网友跟评，基本
上没有拍砖的，留言大都是点赞
叫好。这种舆论反应证明了一个
规律，坦诚答问的高官，没有一个
会被拍砖。网络舆论有着鲜明的
逆反特性，官方越是坦诚开明，公
众越会理解支持；官方越是回避、
推卸、遮掩、讳饰、逞强，公众越会
毫不留情地去追问。

在很多问题上官民之所以陷
入口水纷争和情绪对立，并非利
益、是非的对立，而是态度。回避

和躲闪让公众感受到的是“不想
解决问题”，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

“没法坐一起谈”的对抗感，找不
到交集。先承认问题，有了与公众
对话的基础，再谈“我们为解决问
题做了哪些工作”才让人听得进
去。那种上来只谈“做了多少工
作”而绝口不提“存在哪些问题”
的，当然无法形成平等对话。

开明的态度也传递了一种治
理自信，即不会担心自身所做的
工作会被问题掩盖，自信一个地
方的整体形象不会因为一个污点
而被抹黑，自信问题是局部、个
案、可解决的。那种遮遮掩掩的回
避，反而暴露了不自信，局部小问
题也被这种消极回避的态度弄成
了影响整体形象的大问题。（摘自

《中国青年报》）

葛媒体视点

遏制校园暴力要管好自媒体

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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