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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济南市第十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开幕，
济南市市长王忠林向大会作政
府工作报告。这份请代表审议
的工作报告，其实也是交给济
南市民的一份答卷。

工作报告中提到，预计全
市生产总值突破7000亿元，增
长8%左右，增速位居副省级城
市前列；固定资产投资4400亿
元左右，增长13 . 5%左右，增幅
居全省第一位；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完成 6 7 7 . 2 亿元，增长

10 . 5%，居全省第二位；税收占
比达到80%，居全省第二位……
这些用数字说话的亮点证明，济
南市在很多方面发生了质的变
化，干成了许多实事，解决了许
多难事，迎来了许多喜事。曾经
自嘲生活在“大县城”的济南市
民，对于济南正在发生的变化也
有更多的获得感。布局更科学、
交通更便捷、城区更靓丽、乡村
更整洁、设施更完善、城市更文
明、天越来越蓝、山越来越绿、水
越来越清……“大强美富通”的
现代泉城蓝图正在逐步实现。

济南市的发展之所以有看
头，是因为牢牢坚持了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观。日前，山东省

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文
涛在一次会议上说，“有温度城
市”的官员应该是一直把老百
姓冷暖放在心上的“暖官”，而不
应该是冷漠的、不问老百姓冷暖
的“宅官”。由此不难理解，济南
市何以在新常态下驶上“快车
道”，跑出“加速度”。正是因为越
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心系百姓冷
暖，做到了知民意为民生，才能
与700万济南人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开启了济南的新征程，铸
就了济南的新高度。

工作报告中指出，“人民群
众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和认同，是
我们砥砺奋进、干事创业的不竭
动力。”正是以人民群众的需求

为导向，济南市才解决了许多
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
许多过去没有办成的实事。去
年，济南市坚持依法拆违、有违
必拆，共拆除违法建筑6万余处
3000多万平方米，然后由此深入
到环境整治和满足市民日常生
活需求，积极建设公共绿地、健
身广场、室内农贸市场、便民早
餐店、社区蔬菜店。济南不仅摘
掉了“大县城”的帽子，还戴上了

“全国文明城市”的桂冠。
地方要发展，领导干部是

“关键少数”。济南市主要领导
主政济南以来，一直有强烈的
忧患意识，多次疾呼“如果我们
错过这个时期，我们将可能错

失一个时代”。目前，济南正从
“大明湖时代”跨入“黄河时
代”，这个跨越能否顺利完成，
各级领导干部能否做到带头实
干、履职尽责非常关键。今年是
济南“四个中心”建设“三年有
突破”的决战决胜之年，难度更
大、责任更大、压力更大，但是
只要各级领导干部牢记人民是
阅卷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
一意谋发展，一定能打赢新时
代的“济南战役”，再次交出一
份让济南市民满意的答卷。

作为省会城市，济南以真
干、实干、快干争当全省“走在前
列”的排头兵，对全省的发展也
会起到更强的辐射带动作用。

知百姓需求，让“济南答卷”亮眼

对付假驴肉，必须有点儿“驴脾气”

作为一种地方名吃,“河间
驴肉”是一个享誉百年的全国
知名品牌。然而，这个响当当的
品牌正被当地的一些黑作坊引
向“污名化”的歧途。有记者调
查发现，在“中国驴肉火烧之乡”
河北河间，多个乡镇存在熟食加
工黑作坊。这些黑作坊生产的

“驴肉”多不含驴肉，而是由骡子
肉、马肉甚至猪肉，加上驴肉香
精以及其他添加剂煮制而成。
如此炮制的“河间驴肉”经由货
车、大巴等发往全国各地。

严格说来 ,这样的“发现”
其实不算什么新闻。这不仅是
因为黑作坊制假驴肉在当地早
已是“公开的秘密”，更是因为
这些年来，这类报道层出不穷
数不胜数，面对“琳琅满目”的
假冒伪劣食品，不少人早已表
现出某种程度的“审丑”疲劳。

舆论场上，人们的视野也
越来越开阔——— 从对黑作坊的
挞伐，到对强化监管的呼唤，再
到对理性消费的劝勉，相关各
方都有所论及，都被“赋予”相
应的责任。而今，面对黑作坊的

“河间驴肉”，舆论恐怕难免“重
新来过”。从既有舆情来看，坊
间不仅有对黑作坊的谴责，有

对监管部门的催促，也不乏对
驴肉火烧爱好者的提醒——— 善
于辨别驴肉真假，对假驴肉“用
脚投票”。有的论者“走得更
远”，由假驴肉联想到我国养驴
业的现状，进而对相关产业政
策提出建议。

毫无疑问 ,诸如此类的探
讨都不无价值。“重新来过”至
少是对老问题的又一次提醒，

“走得更远”则是对老问题在认
识上的一种丰富或深化。不过，
同时更应看到，“重新来过”的
背后不乏对造假痼疾的无奈，

“走得太远”的结局弄不好就是
舆论失焦。在这种意义上,面对
河间驴肉造假，舆论焦点恐怕

只能有一个：监管。
在至少十几年的时间里，

生产假驴肉的黑作坊遍布多个
乡镇，假驴肉生意早已路人皆
知，河间的黑作坊之所以如此
猖獗，固然有利欲熏心铤而走
险这样“通用”的原因，主要原
因显然在于监管不力。只有扭
住监管这一关键环节不放，才
能找对假驴肉的治理之道。

当然，这并不是要否定河
间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根据
相关报道，河间最早从2011年
就已致力于“河间驴肉”的监
管，但总体看来监管不力———
监管不够执着、不够坚决。我国
现有法律法规对熟食加工有明

确细致的要求与规定，黑作坊
长期公开造假，并且从危害程
度与造假规模上看，不少已经
触犯刑律，如果当地政府真心
爱护“河间驴肉”这个金字招
牌，如果当地监管部门真正严
格执法，黑作坊怎会猖獗到这
种程度？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无
小事。在这方面，无论是河间，
还是其他地方，监管急需一种

“驴脾气”——— 认准了就干，干
就干到位，干到底。除此之外，
没有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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