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座驾比排量、应酬比阔气、出行讲排场……究竟有多少这
样的行为在刺痛公众神经？正在召开的两会上，一些地方和部
分干部片面追求“面子”的做法引发热议。一些代表委员带来
了百姓的呼声：过分追求“体面”，往往丢了自己脸面；少一些浮
华和攀比，更赢得尊重和信任。

和一些地方建设与发展中的虚荣相比，部分领导干部对排
场和体面的追求更让公众如鲠在喉，引起越来越强烈的质疑：
办公室装修日趋豪华，最好还带卧室茶室；出入排场越来越大，
前呼后拥，有人打伞有人拎包；专车不仅要进口品牌，更要排量
大的；出差必享受贵宾待遇和头等舱……林林总总的“体面”和

“威风”，令群众深恶痛绝。
每一个脱离实际、挥霍公权的“体面”，都是一种深深的危

害。把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浪费在追求表面的漂亮、个人的威

风，结果是离现实越来越远，离人心越来越远。长此以往，不仅
丢掉了自己的“脸面”，也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其实质，是
形式主义的政绩观和利己主义的权力观。

值得欣喜的是，这一现象日益引起各方警惕和重视，尤其
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轻车简从、务实简朴多了，铺张浪费、
形式主义少了。两会会风也出现了清新变化。很多人越来越
清醒地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赢得信任和尊重，就必须少讲“体
面”，把心思放在为人民群众全心全意服务上，着力改进问题、
解决问题，追求对上和对下、对内和对外的统一。

人们衷心希望，奢华攀比、追求“体面”的习气渐行渐远，务
实简朴的新风能不断劲吹。同时期望加大监督力度，对那些挥
霍浪费、追求享受，甚至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的干部，应坚决处
理。 新华社

少讲些“体面”，更赢得“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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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一瓶娃哈哈别再审批两三个月
“我做食品行业近30年，碰到的审批麻烦太多了。”全国人大

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说，一个食品企业，至少要花三
四个月去申领食品生产许可证；如果是同一设备生产另一类产
品又要新一轮申领程序，比如营养快线换个口味用同一条生产
线生产，也得重新审批，又是一两个月，耗时又耗力。 新华视点

10日，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作了关于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说明。这个方案
清晰呈现了今后5年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不再保留铁道部”、“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重新组建国家能源局”
等国务院机构改革方面的内容，自然是容易引人
关注的。

而且，方案几乎用了同样的篇幅谈政府职能转
变，提出“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推进
机构改革、完善制度机制、提高行政效能”，并从减
少行政审批、发挥社会力量、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
积极性等6个方面提出了10项措施。

从十八届二中全会到这次的说明，均明确强调
“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而政
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是关键。相较于行政机构改
革，“简政放权”是一盘更加值得期待的棋局。

现代政府应该有力地为社会提供各项公共服务，
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同时，政府也是“小政府”。
政府的权力不能无所不包，什么都管，什么都干。否
则，既会抑制社会与经济的自由与活力，同时，又导致
行政效率低下，问题丛生，权力寻租泛滥。

这次国务院行政机构职能改革将“简政放权”
放在重要位置，可以说是对症下药，要理顺和解决
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
方案提出的措施来看，“简政放权”主要包含三个方
面的内容：向市场放权，赋予市场更多自由；向社会
放权，激发社会自我治理更大活力；向地方放权，让

地方有更多自主的权力。
“简政放权”实际上是让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

归社会，地方的归地方，让中央职能部门更加注重
宏观管理和法制环境的创造，让一个社会的权力和
权利，各安其位。

“简政放权”之于民众的期望而言就是——今
后想创业办个企业，不再需要那么多的注册资金；
投资个项目，不必盖那么多的公章；想献爱心，成立
个公益组织，不必要找单位挂靠；一年下来，不必看
那么多“跑部钱进”的新闻，也没有必要那么多的

“驻京办”……
相较于轰轰烈烈的行政机构改革，“简政放权”

或许于外不彰，但其因为触及目前的行政权力运行
体系，触及几乎所有部门的利益，所受到的阻力更
大。方案释放了强烈的改革信号，必然也会遭遇空
前的阻力。方案也坦言，行政职能转变“这项任务
更加艰巨、更为复杂”。显然，这也是一盘很不容易
下的棋局，这需要改革者的智慧和勇气。

“简政放权”的一些改革已经在广东等地先行
试点，国务院的改革方案也已经成熟。希望，相关
改革尽快在全国逐步扩大、铺开，尽快释放行政职
能改革的能量，让民众和中国经济在新一轮改革中
获益。 （原刊于3月11日《新京报》）

“和副省长争话筒”彰显角色意识
据10日《新华每日电讯》报道：“蒙省长，别和我抢了，让我发几句言吧！”贵州省代表团8日的分组讨论会上，农民代表

梁文同与同为代表的贵州省副省长蒙启良“争”起了当场会议的最后一个发言机会。
梁文同令人感佩之处在于，他不仅敢和副省长“争”话筒，更兢兢业业，不辱使命，他说：“到北京这几天时间，我准备

了5条建议，已经瘦了5斤，相当于一条建议瘦一斤。”代表为履职而瘦，为公共利益而瘦，公众的权利才丰满。如果代表委
员都能积极履职，像梁文同一样恪尽职守，也许就不需要公众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代表委员要有角色意识了。

（原刊于3月11日《广州日报》，本文有删节）

让老百姓放心就餐是中国梦一部分

人大代表钟南山院士说，现在每年产生废油700万到1400万
吨，350万吨地沟油回流餐桌。钟先生未说明数字出处，我们不好判
断350万吨是否高估了。面对公众的疑虑，有关部门有责任及时回
应，尽可能提供更翔实、更权威的信息。让老百姓放心就餐，也应是
中国梦的一部分。 新华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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