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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6月26日报道，水价改革是今年
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的“重头戏”。近期，长
沙、广州、东莞等城市开始陆续上调水价。从

“水源地”到“水龙头”，供应一方水到底需要花
费多少钱？水价成本的“猫儿腻”有多少？新
华社“新华视点”记者辗转获取了一份广州市
供水定价成本“监审清单”，发现一方水的成本
企业竟多报0.35元。

2009年，一本叫做《水知道答案》的书在日
本和中国风靡一时，该书用 122 幅水结晶照
片，提出水不仅自己有喜怒哀乐，而且还能感
知人类的感情。依照该书的观点，广州市的自
来水从市民家里的水龙头流出时，恐怕都是怒
气冲冲的，因为它被人恶意利用了。

按广州市价格成本调查队对广州市自来
水公司实施的供水成本监审，制水成本、输配
成本、期间费用和新增成本4大部分里，除了制
水成本外其他3项都掺有“水分”。像输配成
本，水知道自己从水厂到家庭的路径，因此它
知道答案：被多报了0.19亿元。像期间费用，
水知道自己受到了何样的管理等，因此它知道

答案：被多报了0.22亿元。像新增成本，水知
道自己从水源地到水厂等引水工程的开支，因
此它知道答案：被多报了3.42亿元。

是的，水知道成本里有“水分”，知道清单
是“水货”。可是，水真的知道全部答案吗？
不见得，因为水至多能看清自身，毕竟看不透
人——比如管网漏损率本为 14%，却自报
15.74%，这种狮子大开口的行为，是何等傲
慢！比如引水工程政府投入了17亿元，照样
被列入成本之中，这种连伪装都懒得做的行
为，是何等嚣张！比如业务招待费，被最终的
核定“挤”出“超标吃喝费”449万元，是何等不
知羞！水恐怕更加不清楚，究竟是谁给了水企
强权的心态，而水企又是在怎样的多年磨炼中
形成了霸道的习惯。

水价不是不能涨，但你要用真实数据来说
服老百姓。监管不是不能有疏漏，但你不能昨
天有疏漏今天有疏漏明天依然还是有疏漏。
老百姓才不管水是否知道答案，老百姓心里自
有一个答案——企业私利不可绑架社会公利，
公权力更不能坐视公众权益受损。

供应一方水到底需要多少钱
□李辉（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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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人都以为“三思而后
行”是孔子的主张，其实这是误解。
恰恰相反，孔子是反对三思而后行
的。我们不妨看看《论语》原文：“季
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
斯可矣。’”（见《论语·公冶长第
五》。）这段话的意思是：季文子要三
次考虑以后，才去做某一件事。孔
子听到这事，说：“考虑两次，就可以
了。”（译文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论
语通译》。）由此可见，《论语》中“三
思而后行”并非出自孔子之口，而是
季文子的行事原则。季文子，春秋
时期鲁国大夫，《左传》记载，季文子
之为人，于祸福利害，计较过细。孔
子对季文子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认
为考虑两次就可以了。宋代学者程
颐就此解释说：“三则私意起而反惑
矣，故夫子讥之。”现代学者钱穆在
《论语新解》一书中注解此句时指
出：“事有贵于刚决，多思转多私，无
足称。”这些注释赞同孔子的观点，
对季文子的行事原则提出了批评，
认为考虑过多就会生出私心杂念
来，办事瞻前顾后，优柔寡断，不值
得称道。

在现实生活中，孔子对季文子
的批评对各级领导干部很有借鉴意
义。受长期以来传统体制和习惯思
维的束缚，在实际工作中会遇到大
量需要从体制机制创新中求得突破

的问题。在这些问题面前，领导干
部往往会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是
善于研究和发现事物的内在规律，
敢于突破陈规陋习，勇于用改革的
办法破解难题，收到了事半功倍的
效果，甚至为全局创造了经验，取得
了显著政绩。改革开放以来涌现了
大批这样的干部，值得称道。第二
种是循规蹈矩、就事论事，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虽然工作尚属勤奋，
但缺乏辩证思维能力、开拓创新意
识，习惯于围绕传统体制做文章，习
惯于用管理和协调去弥补体制上的
弊端，往往事倍功半。这样的干部
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学
习提高，不断增强改革创新的意识
和本领。第三种是看到了体制机制
的弊端，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但害怕
费力不讨好，害怕得罪人，害怕上级
考核时有人说“坏话”，因此不愿触
及矛盾，满足于“门市”工作，好做表

面文章。实践中这种干部不乏其
人，而且在一定时间内往往发展还
很“顺利”，但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这样的干部就需要对照一下孔子对
季文子的批评，变三思而后行为二
思而后行。一思问题症结何在，应
不应该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创
新；二思怎么能改革好，如何统一思
想、明确思路、制定方案、出台政策，
增强预见性、提高科学性、注意协调
性、完善配套性，努力实现预期目
标。只要这两个问题考虑成熟了，
足矣。如果有第三思，往往就是考
虑推动这项改革会不会对我个人利
益有什么影响，会不会得罪人、丢选
票，会不会对个人政治利益、经济利
益甚至人身安全带来风险，等等。
一句话，就是滋生私心杂念，“多思
转多私”。因此，这第三思要不得，
要下决心变三思而后行为二思而后
行，把个人的利益抛在脑后，时刻以

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只要是有利
于党和人民事业的事情，就毫不犹
豫地去做。当然，上级在考察干部
时，也要以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去衡量干部的政绩，建立鼓励改革
创新的干部选拔机制。全社会也要
营造激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
围，让更多的人消除犹豫不决的思
想包袱，勇于开创新局面。

当前，我国正处于伟大的社会
变革中，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进
入关键时期，我们在前进道路上还
会遇到这样那样可以预见和不可预
见的困难和风险。党的十七大号召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
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
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
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这是党中央
在新世纪新阶段对各级领导干部提
出的基本要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我们必须破除私心杂念作祟，破除陈
旧观念束缚，破除传统体制枷锁，抢
抓机遇、乘势而上，勇于改革创新，善
于破解难题，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业绩。

一言以蔽之，思亦有道。思而
不行者，多思无益；思而决其行，再
思可矣。

（原载《人民日报》2009年11月5日
第4版）

领导干部该思考什么、如何思考，又该如何做到思而有益、思
行合一？永春同志的《变三思而后行为二思而后行》这篇文章，辩
证剖析了领导干部面对创新表现出的三种态度和作为，尤其针对
有的干部“看到了体制机制的弊端，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却患得患
失，不敢和不愿改革，开出了一剂良方——“变三思而后行为二思
而后行”。作为领导干部，思应无私。思无私，则行无偏；思若有
私，多思必多失。当前，走好“两不三新”三化协调科学发展之路，
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对领导干部把握好“思”与
“行”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摒弃私心杂念，大胆创
新，才能突破难题，打破瓶颈，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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