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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提新口号”是作风转变新信号
□叶传龙（安徽）

在江苏省委省政府春节后召开的省级机关作
风建设大会上，省委书记罗志军强调，江苏今年不
提新口号，重在抓落实。 （2月2日《现代快报》）

口号有时能起到指引方向、凝心聚力、振奋
精神的作用，但是，它的副作用是容易陷入形式
主义窠臼，催生“空喊口子，不干实事”的机关常
见病，群众对此深恶痛绝。江苏提出“不提新口
号”，敢于突破条条框框，本身就是一种尝试和
革新。

“不提新口号”，就要求各级按照既定目标，
树立“一盘棋”思想，心无旁骛，集中精力，搞好

“接力”，咬定青山不放松，要求干部不纸上谈
兵，不夸夸其谈，少些奇思异想，多些脚踏实地，
通过营造良好氛围，实现稳中求进，完成工作目

标。先贤和教训都告诉我们，“一打纲领，抵不
上一个行动”，如果没有重在落实、贵在推进的
真抓实干，而是朝令夕改，浅尝辄止，那么口号
越多，则越容易让群众迷茫和反感，政府也越容
易失去公信力和凝聚力。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提新口号”，重在
抓落实，关键“看疗效”，是机关和官员转变作风
的一个新信号，通过提升执行力，加强督查和考
核，将“不提新口号”落实到位，让那些耍嘴皮
子、摆花架子、不干实事者得不到便宜。“不提新
口号”，注重科学发展，保持工作连续性，把立党
为公、执政为民落到实处，也是求真务实精神的
最好体现。正因如此，“不提新口号”，当成为我
们政府官员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子今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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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疑解难

公民建言
“因为一只狗咬人就要打狗，这种行为太

恶劣”。近日，一条关于北京警方开始“打狗”
的微博在网上盛传。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相
关部门回应，近期没有组织统一行动，管理养犬
都是日常工作，且也未有超过《北京市养犬管理
规定》的其他措施。 （2月2日《新京报》）

短短几天时间，“打狗”微博转发和评论过
万次，其传播速度和影响面之广，不得不让人
惊讶。在舆论的热议声中，直至北京警方的

“辟谣”，才让整个事件平息下来。表面上看，
这不过是一条有关“打狗”的谣传，似乎引不起
多大波澜，但从事件的性质来看，却隐藏着极
其严重的负面社会效应，倘若不严惩散播谣言
者，就不能杜绝类似的甚至更恶劣的谣言再次

传播，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事实上，关于“官方辟谣”的新闻近年来频

繁出现，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去年2月，
江苏响水一化工厂发生大爆炸的传闻引发数万
人夜逃，后经证实纯属谣言。去年11月，云南
玉溪“大地震”传言导致市民逃离，后虽经过“辟
谣”，仍然造成了不少市民的人心惶惶。每每发
生谣传，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站出来及时“辟
谣”，这种做法虽然值得肯定，但终究只是“亡羊
补牢”，称不上万全之策。政府部门的主要职能
应该是为民众办事，多谋求发展之策，以推动当
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如果将大量时间花在“辟
谣”上，不仅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也会造成人
力、财力的损失。因此，“官方辟谣”绝不能简

单地一“辟”了之，在“辟谣”的同时，有必要出
台严厉的措施，对散播谣言者进行追责。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修正案（三）》第八条的规定，编造恐怖
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应当立案。同时规定，犯
本罪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大爆
炸”、“大地震”等谣言无疑能严重扰乱社会秩
序，对谣言散播者理应“重刑伺候”。此外，对于
谣言性质相对较轻的行为，也应当按照《治安管
理处罚条例》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罚，只有以法治
的力量进行严厉惩处，才能最大限度起到震慑
作用，从根源上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谣”不能一“辟”了之
□林 萧（广东）

媒体媒体
评说评说 如何破解“用工荒”

□廖保平（武汉）

“在龙江河镉污染事件发生后的第16天，
公众终于等来了何辛幸市长的正式道歉。”这
是2月2日《中国青年报》一篇新闻报道中的原
话。其意是何市长的道歉来得迟了点，老百姓
早就等不及了。

因为管理不善、监管不严，河池市出现了这么
严重的镉污染事件，给沿河两岸300公里范围内的
环境造成如此大的危害，作为当地最高行政长官
的市长难辞其咎，理应第一时间向公众致歉并承
担相应的责任。我不解，在这官员道歉渐趋常态
化的当下，为何河池市长迟迟不肯道歉。

其实，“道歉既不伤害道歉者，也不伤害接
受道歉的人”，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塞涅卡这
样形容“道歉”带来的好处。尤其是在我们这
样一个官员不习惯道歉的国度，官员一声道歉
实乃化解责任、平息民怨的最有效的公关方式

之一。但检视我们官员十来年的道歉史发现，
大凡辖区内出现一些鸡毛蒜皮的过失，官员总
能不失时机马上道歉，但凡出现重大的公共事件
时，官员总不肯在第一时间出面道歉，即使道歉，
也要在措辞、时机、场合及姿态上考虑拿捏再三，
唯恐有失。此种情形说明了什么？

一是官员道歉并没形成制度化。官员愿不愿
道歉，在我们这里还是基于道德自觉，愿意则道
歉，不愿则拒绝道歉，不管道歉与否，均不影响问
责结果。即便道歉，也是迫于舆论压力所为，而非
遵循某项制度规章不得不为。因此说，官员道歉
只关乎私德，仍处于自发与非制度化阶段。

二是道歉主体不明晰。辖区内出现重大
公共事件，到底该由谁出面道歉，这点并不明
晰。是由分管的副职，抑或是部门领导，还是一地
的最高行政长官，甚至是一地的党委一把手出面

道歉，并没相关规定可循。如三亚出现了宰客事
件，是由三亚市委书记出面道歉；河池出现镉污染
事件，是由市长出面致歉。这是由于我国的部门
职能交叉，政府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行政首长
的正副职之间职权和职责划分模糊所导致。

三是官员怕道歉后承担不起解决实际问
题的责任。要让公众接受道歉，官员必须做出
解决问题的承诺。如何市长在道歉后就承诺，
在排除污染源的同时，市里对排查出来的问
题，制定整改方案，限期清理整顿，防范和坚决
遏制环境安全事故和安全生产事故发生。一
诺重千金，如果承诺落空，不要说市长的威信，
就是政府的声誉也会一落千丈。

综上所述，制定完善对失职官员的问责机制
固然重要，制定明确道歉的主体、道歉的条件、道
歉的时限及道歉后的问责措施同样不可或缺。

这两天看报纸，到处都有招工难的报道，
有的照片看上去确实是“招工的比应聘的多”。

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至少2004年以来就屡
见不鲜，却又是一个颇有意味的事情。第一，“用
工荒”多发生在沿海地区，中西部相对少见，是区
域性“用工荒”；第二，呈现在表面的是“用工荒”，
其实细察会发现，是缺少电子、家具、制衣、玩具
等企业生产线上的普工，而不是高科技、高附加
值企业的高工，是结构性“用工荒”。

这就说明两个问题：第一，随着产业的梯
度转移，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在往中
西部转移，在当地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部分
地区实现了剩余劳动力的就近就业，留给沿海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十分有限。而且，同
样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沿海企业未必具有内地
企业的招工竞争优势，看起来可能沿海企业开
价相对要高些，但劳动者会考虑背井离乡、户

籍壁垒等其他高昂的成本，两相抵消，再投奔
沿海打工的热情必然大减。

第二，一场大规模的产业梯度转移还在进
行当中，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未充分转
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而就在这个转移
的过程当中，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也在加
速，很多农村人口“就近入城”。尤其是中部崛
起和西部大开发的国家战略出台，正在缩短平
衡地区发展之间差距，中西部大中城市的发展
机会也相当多，并非一定要到沿海才有发展，
这也是导致沿海“用工荒”的重要原因。

当然，由于中国提前而来的人口老龄化，
让我们很快告别“人口红利”时代，因此，“用工
荒”看似一个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如果从中国
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去理解，可以视为发展阶段
分水岭的重要标志：一个标志就是“刘易斯拐
点”来临，即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一去不返，

劳动力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稀缺品，劳动力的价
值要获得重新评估，就像现在西方发达国家，
不光是劳动力是很值钱的，而且劳动者的地位
和尊严也是很高的；一个标志就是“转型拐点”
来临，劳动力的不可能无限供给，必然要求经
济发展转型，要从低端的、粗犷的转型为高端
的、集约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为高科技、
高附加值的产业，这样，就需要沿海地区，甚至
在不久的将来，中西部地区，都要“腾笼换鸟”，
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因此，解决“用工荒”，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解
决好两个拐点问题，就“刘易斯拐点”而言，就是提
高农民工打工的收益的同时，解决好地位和尊严
的问题，他们要能够获得城市人平等的待遇和公
共福利，才会愿意扎根下来；就“转型拐点”而言，
这个从中央到地方已经讲得很多，就是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升产业层次。

解河池市领导“道歉”之难
□王学进（浙江）

旅游景区不能“开门迎
客，关门宰人”

尽管海南三亚海鲜排档“宰客”事件，因
当事人“隐身”至今难以取证，真相有些扑朔
迷离，但此事显然对三亚旅游形象造成了负面
影响。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1日就“宰客”现象
向大家表示歉意，同时表示，对旅游行业出现的

“害群之马”实行“零容忍”，一经查实，绝不姑
息。就海南而言，国际旅游岛建设成为国家战
略已有两年。从政策优惠、项目落地到赛会频
频，乘着国家战略的东风，普通民众享受到更多
优惠，也遇到“成长的烦恼”。为生计考虑，不少
人加入旅游从业大军。由于观念没有跟上、管
理没有到位，一旦出现“开门迎客，关门宰人”现
象，虽获一时之利，却给旅游业的长远发展
埋下隐患。 ——《人民日报》

垄断造就了银行暴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

杰表示，“银行和实体经济一个利厚一个利
薄的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我算
了一下，银行的资本利润率已经不仅大幅高
于工业，而且高于石油和烟草，我们都说烟
草是最暴利的，石油勘探开采也很暴利，而现
在银行业比这两个行业利润还要高。”看上去
这种说法颇有夸大其词的色彩，其实一点都不
夸张，不过是一句“刺耳的实话”。垄断必然带
来暴利。关于国内银行的“垄断问题”，一直被
各方讳莫如深。银行业除了四大银行以外，还
有几十家股份制银行，上百家地方性商业银
行，还有一大批外资银行，中国银行业目前不
存在垄断的现象。但事实上，中国银行的垄
断本质是板上钉钉的。 ——《北京晨报》

权力监督切莫“叶公好龙”
中纪委不久前交出2011年的“成绩单”，

全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7859件，处
分142893人，包括刘志军、张家盟、宋晨光等

“大鳄”。与若干年前高官落马公众奔走相
告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一年处分十几
万人，似乎不能说反腐没决心、没成绩。要说
成绩很大，恐怕就值得商榷。反腐难不难，说
难当然难。难在技术，更在决心。譬如阳光
政策，咱们也有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而且
十多年前就出台了“县（处）以上领导干部收
入向组织申报的规定”，结果如何？再如舆
论监督，别说本地监督形同虚设，异地监督
也常常遭遇“跨省”威胁；对网络反腐，有关
方面口头上表示欢迎，但几个民间反腐网站
最终都“无疾而终”……种种情状，让人想起

“叶公好龙”。 ——《广州日报》

让谣言止于真相，让群众
掌握真理

社会生活需要信息传播，信息传播必须
直面谣言的干扰。人们相信“谣言止于智
者”“真相最有力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传播者的网络
时代，在特定时空条件下，谣言也可能遮蔽真
相，谣言有时候比真相更吸引眼球。新的传播
环境下，要求政务活动更加公开透明，有了质
疑及时回应，对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要主动说、
尽快说、如实说。发现谣言苗头，及时、理直气
壮地公布真相，澄清事实，让真实、真相挤压谣
言的空间，让谣言“见光死”。要遵循新的舆论
环境下的现代传播规律，针对不同层次的受众
采取不同的发布、沟通办法，注重传播实效，与
群众诚恳交流，表达更加人性化，赢得更多受
众认可。更重要的是，各级政府部门要带头遵
纪守法，真正做到执政为民，不断提高公信力。

——新华每日电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