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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十一
次代表大会6月13日开幕。省委
书记刘家义代表十届省委作报
告。报告中有不少“高频词”，其
中“文化”出现72次，仅次于“发
展”，由此可见奋力开创经济文
化强省建设新局面的决心。

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
键，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这已
经凝聚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
而山东在未来的五年，不仅要
着力建设经济强省，还要加快

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建设文化
强省首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内在要求，全面小康不仅意
味着物质丰富，还意味着精神
富足，“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显
然不是群众追求的生活。建设
文化强省还是山东人民义不容
辞的历史担当，山东是齐鲁文
化发祥地，文脉蔚然，人才辈
出，一直是不可动摇的文化高
地，用好历史文化资源，培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山东有条
件，也有能力。

山东人均生产总值已经超
过一万美元，2017年全省生产总
值预期增长7 . 5%左右，全省群

众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是看得
见、摸得着的。但是，“仓廪实”
与“知礼节”往往不能同步实
现，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思想文
化领域滋生，一些人富而不贵，
言行举止失德失范，有不少人
甚至连基本的文明交通、文明
旅游都做不到。这些问题的长
期存在也加剧了不少人的焦虑
和迷茫，由发展而提升的幸福
感因此被抵消不少。只有像抓
经济工作一样抓好文化建设，
才能使群众得到持续不断的精
神滋养。

换个角度看，持续不断的

精神滋养也孕育着发展动力。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处
于急剧转型期的社会如果出现
功利至上、道德滑坡的现象，就
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潜在风
险，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的我们对此不能不防。反之，如
果我们能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滋
养，全力推进培育和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全省群众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凝
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这股“精
气神”也能成为用之不竭的发
展动力，以事半功倍的效果破
解全面深化改革遇到的难题。
比如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在各地

一直是让群众叫苦，让政府头
疼的难题，一旦文明、和谐等核
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就能是非
立现、美丑分明，看似无解的难
题也就迎刃而解。

个人的物质需求终归是有
限的，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就
会更加强烈。而文化能够以文
化人，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
人的精神力量。山东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高度重视“文化”，积
极呼应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和要求，也让群众对未来充
满了期待，“走在前列”的山东
一定会更美好。

重视文化，发展会更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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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烦民证明”，地方要有“细则”

□马涤明

6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深化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
革电视电话会议要求，今年各地
区各部门要针对烦扰群众的证
明和手续摸清情况有力作为，凡
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
能通过个人现有证照来证明的
一律取消，能采取申请人书面承
诺方式解决的一律取消，能通
过网络核验的一律取消。

一律取消的“烦民证明”被

归结为四类，是一种概括性的
“证明清单”，这个清单清晰地
勾勒出政府部门的责任、义务，
公民和社会组织的义务、权利。
再被要求提交“证明”，人们就
有所“对照”：有无法律法规依
据，而不是地方文件依据，更不
是某个部门的“规定”；个人现
有证明，比如居民身份证能证
明“自己是自己”，比如房产证
能证明“房子是我的”；申请人
书面承诺能够解决的，比如某
些票据、证明丢失，应该只能本
人承诺（任何部门都无法证明
你是否丢了什么东西）；能通过
网络核验的，比如“我妈是我

妈”，我的身份证和户口簿证明
不了的话，当事部门应通过网
络与户籍管理部门联系核验，
免去群众跑腿的义务。

国务院提到的四类“烦民
证明清单”，虽是概要性的，实
际上已经很清楚，地方行政审
批部门如果端正态度，把优化
服务挺在前，应该很容易吃透
国务院的精神。但“奇葩证明”
的问题能否终结，短时间内或
许不能太乐观。从既有经验上
判断，有些部门、个别工作人员
人为设置“证明许可”，宁愿群
众跑断腿而不愿通过网络核
验，甚至刁难群众的情况，仍可

能发生。“徒善不足以为政，徒
法不能以自行”，没有有效监
督，国务院的“放管服”善政到
了地方、基层部门，仍可能存在

“最后一公里”的障碍。
一律取消“烦民证明”，有

必要将“证明”问题纳入有关部
门的日常监管“清单”之中。一
个是地方政府需明确权威解释
部门，比如某些证明究竟有无
必要、该由官方“自行举证”还
是由个人提供，若争执起来，不
能没有权威仲裁、解释。这个职
能究竟该由政府法制部门承
担，还是发改委负责，应当明
确。一个是疏通投诉渠道，加大

问责力度。如果相关部门明知
是“烦民证明”，却非要增加群
众或企业的额外义务，不但应
该严厉问责，而且应当将问责
情况向社会公开，以烘托“普
法”效果。

群众最无奈的是，明明是
国家已经免除了很多“证明”义
务，但到了有些部门却有理说不
清，而基层派出所等部门还是难
逃“证明灾区”的命运，结果是

“派出所怒怼”现象层出不穷。
要终结这种现象，地方政府有
必要制定有针对性的“细则”。

葛公民论坛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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