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一轮解放思想热潮
即将在郑州蓬勃兴起，如何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
放思想，着力转变不适应、
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
观念？

在河南社会科学院副
院长刘道兴看来，现在不是
说成绩、不是歌颂的时候，

而应当进一步推进解放思想，这才是纪念改革
开放30年的最好礼物。这一轮继续解放思想
处在一个全新阶段，存在国际环境、生态环境、
经济发展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对于郑州的
发展要求更高，难度更大，要主动认清矛盾、问
题和困难，积极清理自身存在的问题。

这一轮新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将是郑州发
展的加油站，如果取得成功，将对郑州下一步发
展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新一轮思想解放大讨论从何入手？来自学
界的建议是：郑州当从三个方面进行更新。

首先是改革。我们虽然改革了30年，但体
制机制改革还不到位，尤其是国企改革的程度
不够，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政企分开做得
不够好，政府手中仍有一些盈利单位和企业，没
有实现真正的分开；政府这几年的精简机构，仍
没有转变效率不高、衙门作风等，没有彻底转换
到服务型政府上。这样的改革现状不适宜开放
的郑州，不适宜市民日益提高的民主法制意识，
需要进一步更新观念。

其次是开放，包括引进来和走出去两部

分。当前沿海的一些产业正在逐步往中部转
移，我们想把这些大企业大项目尤其是跨国公
司吸引到郑州，基本功要做好，要认清我们存在
的能力、知识准备不够的问题，尤其是与世界接
轨的管理理念还没有掌握。人民币升值后，本
地企业也要有走出去的想法，但同样存在开放
观念不强、不敢走出去的情况。

最后是发展。资料显示，今年本市金融
机构存款余额 4561.1 亿元，贷款 3312.8 亿
元，这样算来，就有 1000 亿元资金沉淀，这
就要求我们学会盘活资金，有效投资。在发
展中尤其要注意克服小农意识，从过去向速
度、规模要效益，向以科技创新、以人为本要
效益进行重大转变。

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A04、A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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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古代都城，郑州的博大反映在历史典
籍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
臣”。商周时期的王城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
中心，而且是全国的军事、文化中心，即使在礼
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中原仍然是多
种文化的发源地。

这是一个从来都不知道拒绝的城市，在这
片古老的土地上，郑州以平等的姿态，吸引海内
外的宾朋。郑州正在以宽容的姿态、诚实的工
作改变着自己的家园。

郑州的博大不是青铜器时代令人惊叹的器
物，不是现代化巍峨耸立的高楼，也不是一去不
复返的滔滔黄河，而是从容的气度，博大的胸

怀。我们承受着中华民族的苦难，默默地耕耘；
我们在中国阶梯式发展过程中，自觉地扮演承
东启西、承上启下的历史角色。

我们在全国各地乃至世界播撒文明的种
子，我们用自己辛勤的汗水支援珠江三角洲、
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在社会多元化时代，我
们承受着一些不应有的误解，甚至还遭遇到
莫名的责难。我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天
动地，用我们郑州人的大度和忠厚，改变着他
人的看法。

郑州的博大还反映在面对这些夸张的、变
形的乃至不怀好意的批评，郑州人从来都没有
像现在这样处变不惊。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驳斥了不实之词；他们以自己的辛勤工作，避开
了泼向他们的污泥浊水。

比大海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宽阔的是人
的心灵。郑州的变化不是来自于城市街道的变
化，而是来自于心态的变化。郑州人从来都没
有像现在这样自信地站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
不计较、不辩解、不争论，郑州就是这样雍容大
度地迈开大步朝前走。不管前面是万丈悬崖，
还是一马平川，郑州人总是这样气定神闲。而
这种不急不缓、脚踏实地做事的风格，才是郑州
人最可宝贵的财产。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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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话就在门外 就看公权力是否愿意让它进来
□刘义昆

钱江晚报
逗谁呢，一年不评优也叫惩戒

高高地举起，轻轻地放下。引起舆论惊
哗的陕西“睡官”一事，就这样了结了？违规
成本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榜样树在
眼前，倘若陕西还有“睡官”，这次又侥幸未
撞上枪口，他们还会有什么顾忌吗？至于那
些一年不能评佳的“睡官”，能否痛定思痛，
痛改前非，恐怕也不会有什么悬念。痛定思
痛须有一个前提，这就是有痛可思，然而，一
年不能评佳，那叫痛吗？

新闻晨报
垄断企业降薪是场政绩秀

中国垄断企业的盈亏以及薪酬的涨跌，
皆不宜以单纯的市场规律来考量。中国的
垄断不是来自市场的竞争，而是来自政府的
授权，因此，行政权力才能产生对垄断企业
最有效的制约。垄断企业节俭、降薪的动力
乃是直接来自行政命令。这也就决定了当
前这场垄断企业的节约，从根本上仍然是一场
政绩秀，并非为了公众利益或承担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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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评论

郑州发展的思想加油站
□本报记者 孙娟

广州日报
房地产调控不能叶公好龙

目前的紧缩政策正遭遇挑战，地方政
府、商业银行、民营制造企业和房地产商结
成了“反调控”的利益同盟。其中虽不乏合
理因素，比如货币政策可否实行区域差别化
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问题。但某些作为产
业升级对象的民营企业和被暴利冲昏头脑
的房地产商的“救市说”则完全是利益驱动。

总之，紧缩式调控如同减肥，半途而废
只会带来更大的痛苦。正如减肥时要经历
心慌气喘胃痉挛一样，紧缩调控必然也要触
痛一部分既得利益群体和那些“以虚胖为
美”的人，而政府作为理疗师，应该有严格的
职业操守和素养，不应被那些杞人忧天的言
论左右，最终留下叶公好龙的笑柄。

要保障民众讲真话的权
利，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要限制

公权力。中纪委等部门第一次就信访工作责
任追究作出系统规定，也是近年来第一次对某
一领域违纪行为，同时发布党纪、政纪处分规
定进行责任追究。这两项举措无疑会让公权

力有所收敛，对广大民众来说是个喜讯。但党
纪、政纪处分还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完善
法律，从立法层面与执法层面保障举报人的权
益，遏制公权力的肆意妄为。

真话就站在门外，就看公权力是否愿意让
它进来。 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A2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