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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3 日，实名认证为
“湖南张家界市武陵源核心
景区新闻网络信息中心总编
辑”的邓道理发布消息称，第
六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地质公园大会宣布，张家界
世界地质公园顺利通过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大考”。这
标志着张家界之前所获得的

“黄牌”警告已被摘掉，将继
续保持世界地质公园网络成
员的资格。（9月23日澎湃新
闻网）

“摘牌成功”并不意味着
万事大吉，“摘牌”前后发现的
一些问题仍值得我们反思。

先从管理层来看，张家
界是世界地质公园，理所当
然应该具有高素质的地质研
究人员，张家界官方提交给联
合国专家的工作报告中称，张
家界世界地质公园有专职工作

人员80人，其中地质专业人员
27人——可实际情况却是，挂
牌在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国土
资源局的世界地质公园管理
委员会办公室，是由局长宋宏
明和另一名副局长兼任正副
主任，实际上只有另外两名

“老同志”在负责具体工作，两
人此前是“搞地质灾害防治
的”，亦非地质专业出身。非
地质专业出身的人负责世界
地质公园的管理工作，很难说
人尽其用。

再从一线工作者来看，
张家界世界地质公园之所以
闻名世界，在于其峰林突兀、
峡谷纵横的地形地貌，而这
一切都是在亿万年前的地壳
运动中形成的。湖南省地质
研究院研究员童潜明发现，
张家界地质公园对园内一起
非常重要的地质事件——

“天门山寒武纪天体撞击”是
生物大爆发重要诱因，几乎
一无所知，也无从对外宣传，
而“它们早在10多年前，就通
过知名地质学者的论文发
表”，这从侧面反映，景区工
作人员包括地质公园讲解人
员的专业素养与地质公园的
发展并不匹配。

毫无疑问，相关负责者对
于景区景观保护还处在一个

相当不成熟的阶段。张家界
世界地质公园既是世界地质
公园网络成员，同时也是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的世
界自然遗产，壮美的自然风貌
和耀眼的“金字招牌”自然引
得游人如织，也给当地带来了
可观的经济收益。但如何处
理经济利益与发展保护之间
的矛盾，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不独张家界，全国很多知
名景区都曾因只重开发忽视
保护引发争议，其原因固有商
业机构和个人的唯利是图，但
主要还是相关制度管理没有
跟进，对于如何衡量保护与开
发的关系，没有明确要求。用
张家界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办
公室副主任张英的话来说就
是，“他们（指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专家的整改意见）说的是实
话，国内理解这个问题的态度
不一样，他们是从保护、开发
和谐统一的角度，我们就是从
怎么发挥旅游经济价值的角
度”。因此，面对“摘牌”事
件，相关方面不能仅仅满足于
又一次保住了招牌，而应思考
怎样加强制度力量保护自然
资源。说到底，张家界不仅仅
是湖南的、中国的，也是世界
的，更是我们子孙后代的。
□洪梓坤

对张家界的保护
不必满足于一次“大考”

■个论 ■街谈

近日，《广州市重大行政决
策听证办法(修订稿)》(以下简称

《办法(修订稿)》)经市政府常务会
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办法(修订
稿)》将模糊的听证范围具体到市
政府每年初公布的“听证目录”，
删除了听证代表“有义务奉献精
神，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要
求。（9月23日《南方都市报》）

广州听证会新规删除了原
来的“要求有奉献精神”，这是一
个进步。因为什么样的人能做
听证代表，这本非一个道德问
题，而是一个公民话题。只要是
对听证事务感兴趣的公民，都有
权利提出听证申请。

而旧规做出“要求有奉献精
神”的规定，这就挡住了一大批
希望听证的公民。以听证而论，
这事儿如果较真不可能具有奉
献精神。公民围绕事关切身利
益的重要文件商榷，一味地奉献
自我权利，很难制定出符合民心
民愿的规定。也就是说，“要求
有奉献精神”，其实也是从制度
上公开认可听证代表必须主动
牺牲公众利益的一种表现。旧
规制定者本意上可能并未如此
想，但听证会所讨论的事务大多
牵涉公众利益，在这样的场合谈
论“奉献精神”难免有些南辕北
辙，牛头不对马嘴。

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听证，不应
由单方面少数人决定。听证代表
是否合格，也要问问被代表的公
众。那些逢听证会只会说好话，只
会鼓掌提不出建设性意见的代表，

应避免成为下次听证会的代表。
相关规定也宜纳入这样的细则：把
对听证代表是否合格的考评，交由
所代表行业或区域遴选。

听证会是贯彻协商民主的一
种好的制度，也是反映公民意愿的
一个重要舞台。选好听证代表，对
开好听证会而言至关重要。因此，
制定一些具体的规定，明确听证代
表的资格要求，这本是制度建设应
为之事。只是，这样的规定，还应
更具有法治精神。删除“要求有奉
献精神”即是一个重要进步，但能
否在这样的基础上，赋予代表更多
的权利与义务，给听证代表当好代
表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则仍需相
关方面积极作为。

舶来于西方的听证会制度
引入国内多年，从实践上看，这
一制度提供了公民力量参与的
平台，也为政府化解民间争议提
供了新思路。但眼下的困境是，
听证会的一些操作细则仍未完
善，公民参与意愿不高，真正有建
议精神的听证代表数量太少。例
如，北京市最近举行的一些听证
会，从相关报道来看，无不是高票
通过、高度满意，而有关民间建议
的反馈却太少太少。这说明，这
样的听证会并未让真正有意愿有
能力的人当选。而这，显然是资
格规则方面应该明确与预防的。
以此而论，广州听证会新规的出
台，其中所蕴含的进步意义，也同
样具备某种示范效应，启示其他
地区如何更好地开好一个听证
会。□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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