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读“卢展工深入郑州市城乡调研”系列评论之二

解放思想谋划大郑州发展和带动
□晚报评论员 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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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网民
大会堂大会堂

锐评

“中国青春期”的
养老烦恼

热点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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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国家电网进行大
规模降薪，降幅最高达50%

网友发言
基本工资1000元、奖金10000元，先是

基本工资降30%，然后再提高奖金3%——
是这样吗？ 浙江网友

降薪是你们的事，我只想知道啥时降
价！ 北京网友

因为亏损，降价是应有之意。也别怪
大伙有情绪，都是垄断惹的祸。垄断行
业调低产品价格、搞好公共服务才是硬
道理。 河北网友

话题：广东河源县委书
记遭举报，秘书被疑群发短
信防记者

网友发言
此地无银三百两，秘书这回帮倒忙

了。 网友：激情燃烧
倘再无新闻立法，不知个别地方的官

员还会闹出什么花样来！ 网友：小猫
表面上是一则关于共同对付记者采访

的短信，其实效果是上下统一口径，并带有
威慑意味：“你们书记我还在任上呢！”恐怕
真实原因是这样才对。 网友：泰山

话题：陕西男子为省钱
给儿女交学费，从湖北步行
回老家

网友发言
向这位父亲致敬！孩子，好好念书，别

辜负了你的好父亲。 新浪网友
我想起了自己的爹妈，泪流满面。可

怜天下父母心啊。 网易网友
有谁能告诉我这位父亲的账户，我想

帮帮他，尽管自己也只是一个工薪族。
腾讯网友

话题：广西男子坐冤狱
9年重获自由，不谈赔偿要
说法

网友发言
国家赔偿了，执法人员呢？对于已经

退休或者调离的执法人员，是否也应该被
惩罚？国家赔偿应该由逼供人员和办案人
员共同出！ 网友：珊瑚先生

此案是因办案人员办事不力而导致，
赔偿应由办案人员负责，以警后人。再者，
国家财产属于人民所有，怎能轻易拿来给
犯错的人埋单？ 网友：古稀叟

请执法人员擦亮眼睛，看清事实，这种
低级的错误请不要再犯。 网友：背负青天

在阐述郑州应该如何
“进一步思考省会中心城市
的地位和作用”后，卢展工
书记对郑州当前和今后一
个阶段工作重点和目标任
务的指导，进一步深入。卢

展工留给我们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进
一步谋划省会中心城市的发展和带动”。

郑州作为河南省省会城市，自身的发展具
有历史和现实的诸多优势。下一步，郑州的发
展如何在区域经济格局中，谋划自身的发展和
带动力量，也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其一，如何“开阔视野、理清思路，在全国
区域经济发展中找位置”呢？卢展工给出的答
案是，要“从加快中原崛起、构建中原经济区的
战略高度来谋划”。简单的一句话，言简意赅、
意味深远。“自觉地融入大局、服务全局”，为郑
州下一步如何找准自身定位，启迪了智慧、开
启了思维、解放了思想。下一步，郑州的发展

如何利用自身的交通、区位等方面的优势，在
中原崛起、中原经济区等大格局中，在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过程中，扮演好
自己“融入大局、服务全局”的角色，甚为重要。

其二，如何“立足全市通盘规划，树立大郑
州的观念”呢？卢展工告诉我们，要“把中心城
区建设与周边县市发展有机结合起来，通盘考
虑、统筹布局”。大郑州的观念，显然不应该将
自身发展的视野，局限在郑州市区有限的范围
内，周边县市的生产与发展，也应该统筹兼顾
到大郑州发展的布局中。如此一来，郑州市区
在发展的同时，带动周边县市的发展自会不着
痕迹地水到渠成。下一步，如何使周边县市成
为郑州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使郑州和周边
县市在发展中形成一个稳固的整体，考验着我
们“通盘考虑、统筹布局”的能力与智慧。

其三，如何“强化郑州的枢纽地位，增强对
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呢？卢展工给出的提醒
是，要“用区域经济的概念而不是行政区划的

角度来谋划”，“发挥优势统筹周边发展”。经
验告诉我们，在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
中，个别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总会表现出
行政区划意识浓厚、区域经济意识淡薄的狭
隘。不难想象，有了这种狭隘观念的桎梏，大
郑州难以大范围、深广度地起到发展和带动效
用，更奢谈“上下衔接、左右逢源”，“与周边地
区互动联动、形成板块，带动推动全省融合发
展”了。

树立了全局和大局意识，郑州才能找准自
己在中原崛起、中原经济区大格局中的定位；
同时，只有做好了对周边县市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传、帮、带”，自身的发展才能更强健有力；
更为重要的是，在找准定位、发展自身后，唯有
树立了强烈的区域经济意识，郑州才能彰显出

“带动推动全省融合发展”的作用。这些，得益
于卢展工提出的如何“进一步谋划省会中心城
市的发展和带动”问题，留给我们的进一步解
放思想的提升空间。

23日上午，记者从人民摄影“金镜头”组委
会获悉，针对《挟尸要价》照片所涉及的新闻事
实的调查结论已出——认为《挟尸要价》反映
的新闻事件是真实的，不存在造假问题。律师
称，质疑者仅能提供自己主观上的质疑理由，
至少构成了名誉侵权。 （本报今日A23版）

《挟尸要价》作为一张无可争议的极具新

闻价值的照片，它定格的令人心痛的瞬间，让
我们一直不忍直视的那些社会和道德的死角，
无所遁形。缚绑着尸体的绳索，其实也无形中
捆绑着人心，并且在渐渐收缩箍紧，勒得人直
欲窒息。

如果荆州当地这次质疑《挟尸要价》是怕因
此玷污荆州形象，那么，当地政府最应该做的，

无疑应该是涤荡“无政府湖面”上的血酬规则。
当然，要彻底解下束缚我们社会软肋的绳

索，还生命以尊严，不光是“打捞江湖”需要治
理，那些以身体维权的悲情叙事，那些无钱缴费
而遭遇“见死不救”的挟病要价……凡此种种，
都是“挟尸要价”的变异毒株，都是社会道德或
公共服务的软肋，都需要彻底整治。 李晓亮

全民控烟要重细节更要成体系
要实现全民控烟，恐怕不能只是纯粹停留

在个人劝诫、小范围影响这样的思路上，还需要
建立社会控烟禁烟的综合体系。

如何消除地方政府对烟草经济的强力扶
持、如何在公共场所加大对吸烟者的惩戒力度、
如何形成反对吸二手烟的道德力量、如何构建
禁止向青少年售烟的真空地带，如此等等的举
措，都应该列入到控烟体系中去。唯有如此，才
能实现控烟效果的整体良好。如果只是停留在
细枝末节上的缝缝补补，那么无烟社会的美好
愿景距离照进现实的那一天，终将遥遥无期。

全民戒烟，事关个体，但更注重体系，对消
除控烟镜头的努力固然可敬，但是一个社会无
烟环境的建立，更有赖于完善的道德环境和制
度体系。而这种体系的建立，既要实现控烟对
象的平等，也要把各种细枝末节一并考虑纳入，
更要从源头上进行科学合理的监管约束。毕
竟，这是事关全民身心健康的一件大事和实
事。具体到每一个人，如果你认识到了公共场
所吸烟会对身边的青少年产生不好的示范，那
么，只要你肯尽量地做到戒掉陋习，也不失为一
个公民对全民控烟做出的微小努力。 时言平

马上评论马上评论

荧屏“禁烟”，荧屏之外呢？
22日，中国控制吸

烟协会公布了 2009 年
国产影视作品烟草镜头
统计，影视作品吸烟镜
头仍然普遍存在。《风
声》《建国大业》等影视
剧因吸烟镜头过多被点
名。为此，控烟协会已
向广电总局发出公开
信，呼吁广电行业出台
规定和政策，在银幕和
荧屏上“禁烟”。（《京华
时报》8月23日）

荧屏控烟呼唤社会责任感
不能苛求银幕和荧屏“禁烟”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这仅仅是一种辅助手段。但我们不能

因为某种方法不能“一步到位”地解决问题，就否定这种方法的效用。
因此，银幕和荧屏“禁烟”的建议是值得喝彩的，当然，如果考虑到某些影视作品的特殊性，也

不宜一刀切，不妨先从银幕和荧屏“控烟”开始。其实，很多影视作品中的吸烟镜头，对表现作品
并不能起到多大作用，银幕和荧屏“控烟”就是要减少乃至杜绝这些无关紧要的吸烟镜头。

我们过去在很多方面，没有考虑到对孩子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在
我看来，银幕和荧屏“控烟”能得到一些明星和导演的响应，这是社会责任感的觉醒，也是文明的
进步。笔者期待，减少乃至杜绝银幕和荧屏上烟雾弥漫，最终能成为社会共识。 欧木华

唐春成 图

当下的中国确实已经跑步进入了老龄化时代，但“银发中国”正好又处于转型时
代。从社会历史进程的角度看，转型期的中国也正面临着“青春期的烦恼”，这烦恼包
括民生焦虑、信任焦虑等多重焦虑，养老焦虑固然也是民生焦虑之一。治疗中国“青
春期”的“养老烦恼”，需要的不仅仅是时间的等待，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制度变革与完
善的药方。 ——《华西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