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60多次“改革”鼓与呼
□晚报评论员 闵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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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天我们这样一个富
强的国家；没有改革，人们的思想也就不会像
今天这样活跃、开放。改革二字，对中国人而
言，字字千钧。

可以说，是改革救了中国人民。
正因此，这两日，随着全国两会的召开和

温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传开来后，各大
网站头条都挂着一条醒目报道：温总理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改革”一词出现60多次。

这充分说明，继续改革、深化改革，对于
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是多么重要和迫
切。

既如此，我们没有理由不为温总理如此
强调改革鼓与呼。

当然，今天的改革，重要的是深化，有人
把它形容成“啃骨头”。印象还在几年前，就
在媒体上看到说，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攻
坚”阶段，而一些难题如果不能通过深化改革
解决，势必影响我们社会的持续发展。

要深化，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端正改革
的态度，一如在改革开放30年那会儿自己在
一篇文章中所言：“改革开放走到今天，令我
们醒悟到：改革开放越深入，越要求人们思想
解放，也只有思想越解放，改革开放才能越深
入。思想解放走到哪一步，改革开放也就走
到哪一步；换而言之，思想解放的深入，也就
是改革开放的深入。”

可改革要深入，就会有阻力，而一切阻
力，归根到底，就是利益关系和收入分配，我
们的古人早就把它总结了，天下人熙熙攘攘，
皆为利来利往。而人类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是
为了全人类的生活幸福。

特别是对一些既得利益者而言，继续改
革不仅是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
林就认为，现实改革中最深层次的矛盾是利
益关系失衡，在利益关系失衡成为改革发展
深层次的突出矛盾的背景下，如果收入分配
改革没有突破，这种突出的矛盾很难解决。

然而，我们不能因为改革对自己有利，就
唱颂歌，就希望改革，而改革对自己不利就反
对、就“骂街”。我们尤其不应忘记作为这场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设计”，我们
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依靠先富起来的地区
乃至个人帮助或叫“带动”大家走共同富裕的
道路。邓小平当年就一边警告一边提示说：

“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
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
够避免两极分化。”

可我们看到，近些年来，由于有些方面的
改革深入不够，加之种种原因，不少工作在改
革开放三十几年后出现了“原地踏步”。面对
这种情形，温总理对着2000多名全国人大代
表，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要“以更大决心和勇气
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
革，破解发展难题”。

一年之计在于春。而对于我们这个国家
而言，一年之计在于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
告中既然如此强调改革，那么改革就应该成
为我们今年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工作的“基
调”，就要把改革体现在我们各项工作中，让
改革真正化作各级官员乃至全国人民的行
动，通过改革解决我们遇到的难题，让中国人
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我们相信，官员的思想解放到哪一步，国民
的思想也就解放到哪一步；政府的思想解放到
哪一步，社会的思想也就解放到哪一步。只要
政府坚持改革，中国人民一定会积极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