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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老张是某个市级机关的正处级
干部，那么现在他必定处在如下“约束”
中：办公室面积必须在24平方米以下；原
先可能有的专车也必须取消；逢年过节
若想给亲友寄个贺卡，也只能自费购买、
自费邮寄；想给子女大肆操办婚庆典礼，
更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此严格的要
求，正是“十二五”规划以来的新气象。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回
首“十二五”，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便是
——领导干部们多了不少约束，有了实
打实的“硬杠杠”。从新一届党中央领导
集体提出的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
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到狠刹节庆期间公
款送礼、赠送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等物
品的不正之风；从严肃整治“会所中的歪
风”，到5年内各级党政机关一律停建楼
堂馆所；从推行公务卡制度，到改革公务
用车制度……这些变化彰显着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越来越严，领导干部们也经
历着大的转变，部分人甚至感到“有些不
太自在”。

不单如此，整个“十二五”期间还出
台了多项法规、条例，来约束、引导各级
领导干部的行为。特别是十八大以后，
中央先后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
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关
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
项的通知》等禁令，对党员和领导干部的

工作作风进行了严格规范。
过去五年，中央还从其他方面对领

导干部进行了规范。十八届四中全会提
出，要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依法行
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这要求领导干
部更加具有法治思维，接受宪法和法律
的约束。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还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
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对领导干
部的生态责任有了追责制度。而《关于
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
（任职）问题的意见》、《推进领导干部能
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等文件的印发，
也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干部选
拔任用方面做出了严格而明确的制度性
规范。

关进制度笼子里的权力才能更有
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反复证明，一个
强大国家或组织的背后，必定有一群作
风优良的领导干部队伍。而如何既充分
调动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同时
又能对他们的权力有所监管，则是决定
发展成败的关键。这些“硬杠杠”、“硬规
定”，实际上正是权力的“防腐剂”和“制
动器”。

有所敬畏，才能有所作为。领导干
部头顶上的“硬杠杠”根本不是什么“紧
箍咒”，而是更好为人民服务的规范和标
准。某种意义上，也是领导干部清白为
官、干净做事的“护身符”。对于老百姓

来说，领导干部们的“不太自在”，反倒拉
近了与民众的心理距离。领导干部的种
种不便，在老百姓看来却是特权的消
失。在这样的情况下，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才能真正在老百姓
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唯有止于至
善，方能不断提升。在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党和国家正面临着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
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重任，这都需要一支
能奋斗、敢战斗的领导干部队伍冲锋在
前。而要确保这支队伍遵守法律法规，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些“硬杠
杠”不仅不可或缺，还必须持之以恒地
执行。

关进制度笼子里的权力才能更有为
□尹亮

2013年10月11日，央视《焦点访谈》
曝光了两起政府工作人员刁难办事群众
的个案，将“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刻
画得淋漓尽致，引发社会关注。这边厢，
老百姓上门办事具有“等不及”、“伤不
起”的紧迫感，反复奔走，花费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那边厢，相关工作人员却“任

性而为”，既让老百姓正当的利益诉求得
不到及时、有效的满足，也让他们承受精
神上的伤害和痛苦。

伴随着权利意识的增强，老百姓对
公共服务的评价标准逐渐从“有没有”到

“好不好”转变。“门难进”、“脸难看”说到
底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产物，缺乏

“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的共同体意
识。一件原本并不复杂的事情，却让老
百姓有了“瞎折腾”、“伤不起”的艰辛与
悲情。每一次“闭门羹”，不仅背离了公
共服务便民、利民的基本属性，也在无形
之中损伤了相关人员的社会形象，加深
了公共部门与老百姓之间的距离感和隔
阂感。

长江学者、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者徐
勇教授认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是制度与人的关系，它通过引导、协商、
沟通、参与来达到治理目的，强调多元互
动共治”。“十二五”期间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伴随着治理观念的转变和治理
能力的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有了较大的
提升，“门难进”、“脸难看”得到了一定程
度的改善。

更加注重公共服务的社会效益，更
加注重老百姓的切身感受，以一种更加
亲和、便利的方式去惠及老百姓，是

“让人民对改革有更多获得感”、“让民
众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应有之义。在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活动不断深入的当下，公
共服务的提供者尤其是领导干部，为群
众“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正在成为一种
新的风尚。

农民办理医保更加便利、快捷也好，
民营企业办理证照、手续更加方便也罢，
都是“门好进”、“脸好看”的一个缩影。
许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亲身体会，公共
部门的工作作风较以前有了不小的变
化，现在到一些机关服务单位办事，大多
数工作人员“来有迎声，走有送声”。

可是，在一些地方，依然存在着“事
不办”、“事难办”的现象。如果说“门好
进”、“脸好看”考验的是服务态度，“事好
办”则关乎服务效能。高效、优质的行政
效能既是竞争力，也是生产力，反映的是
一个地方的治理水平。

“不等不拖，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服
务型政府”，显然离不开公共服务的优化
和升级。密切联系群众、转变工作作风
的背后，是发展观念的端正、价值排序的
更新与人文关怀的重振。只有重新回答

“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时代之问，
只有进一步发挥制度应有的效力，“事难
办”、“事不办”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老百姓才会有更多的幸福感。

公共服务的成色，也能衡量老百姓
是否有足够的体面和尊严。一个旨在让
劳动者“生活上多一些保障，心灵上多一
些温暖”的社会，“门好进”、“脸好看”理
应成为一种常态。

互联网深度介入社会生活
□唐华

回望过去这五年，我们发现，人们的生活有了诸多可喜
的变化。

其中有一条，是老百姓，特别是广大网友们感触最深的，
那就是互联网深度介入人们的生活。

虽然，在很多年之前，移动互联网就已经诞生了，但真正
迎来大发展的时期还是在最近几年。大街上、地铁上、公交
车上，随处可见刷朋友圈、微博和看视频、电子书的“低头
族”。当然，这个新的行为习惯未必值得称道，但也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套用一句电
影台词：满大街的手机不是安卓系统就是苹果iOS，你要是用
个塞班系统的，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浏览
资讯、购物、订餐、购票、理财……这些以往都要费些工夫、跑
跑腿的活动，现在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搞定。移动互联网还
大幅压缩了时空的距离，让人人都住进了“天涯若比邻”的

“地球村”：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有无线网络，你就能和亲朋好
友随时视频聊天；如果你喜欢分享自己的所思所为，你可以
轻松记录下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并通过社交媒体第一时间
告诉亲近的人。

再加上物联网的发展，人与物的时空距离也被拉近。你
可以随时随地操控家中的照明系统、各种家用电器和私家
车；食品溯源渐渐流行起来，购买的“一袋粮”、“一颗菜”，用
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就知道它的“前世今生”。

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让这些过去只停留在想象中的
场景一步步“照进现实”，人们的生活正深深打上互联网的烙
印，以致于有人戏称，自己没有互联网就活不了。

不过，世间万事万物都逃不开阴阳两极、正反两面。互
联网在提升人们幸福指数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
安全挑战。

比如，各种基于地理位置信息分享的应用软件，虽然更
有效地对接了产品（或服务）和需求，但也让一些不法分子
更容易获取用户的私人信息；你能通过手机 APP 和家中的
摄像头随时查看住所状况，可要是黑客“杀”进来，等于这些
情况也24小时对他人“直播”；用手机转账或者买理财很方
便吧，但要是系统存在漏洞，别人转走你的钱也就是一眨眼
的工夫。

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它是阿里巴巴的宝库，里
面有取之不尽的宝物；用不好，它是潘多拉的魔盒，给人类自
己带来无尽的伤害。而且，随着技术的日臻成熟，这种“一半
天使，一半魔鬼”的两极效应恐怕会愈发明显。

因而，在未来的发展历程中，人们在探索如何让互联网
变得更快、更强大的同时，也要致力于让它变得更安全。这
需要人们打破一城、一地，甚至一国的界限，在最大的范围内
谋求共享共治。

诺奖是对中国大师的奖励
□许锋

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授予屠
呦呦与另外两名科学家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屠
呦呦是在中国本土进行科学研究而首次荣获诺贝尔科学奖
的中国科学家，这一奖项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
奖项，其意义显得特别重大。

很多年前，钱学森先生曾有一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
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现在，屠呦呦的事迹可以证明，中国
能够培养出杰出人才。屠呦呦没有留过洋，没有博士学位，
不会说英语，与现在很时髦的国际化人才的标准不沾边，属
于土生土长的“本土”人才。

从屠呦呦的成长轨迹，我们可以这样回答“钱学森之
问”：凡大师者，绝非一时一日一季一年之功可成，绝不能速
成，需要时间，是一个用文火慢慢熬的过程，是日子缓缓磨砺
的过程，是在岁月静好一般的心态中执着坚守、静静等待的
过程，是对诸如做学问者整日抓耳挠腮、坐卧不宁，如热锅上
的蚂蚁左顾右盼，荣誉光环从天而降等观点的绝妙讽刺。

屠呦呦不是天才，从她的经历可以看出，她没有任何显
赫的背景，她的成长也并非“一帆风顺”：出生于1930年底的
她读完初中、高中，考入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时，
年已 21 岁，大学毕业时年已 25 岁，担任副研究员时年近 50
岁，担任研究员时年已55岁。如果按照现在的“速成”标准和
人才培养方式，她“成长”的每一步似乎都比“别人”慢半拍或
者一拍，甚至好几拍。我们不知其中的缘由，也没必要探求
或者追问，那或许与其所处的特殊环境、年代、时局有关。但
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对物质、地
位、荣誉，是不在乎的，不斤斤计较的，不唯利是图的，如果做
学问的人整日陷于争名夺利的泥淖之中，又如何能静下心来
搞研究、做学问？

屠呦呦因获得诺贝尔奖受到世人关注，仿佛一夜之间成
为“大师”。但其实，她成为大师已经很多年。我认为，大师
或可分为两种（前提是都取得显著的成就）：一种是“官方”的
认定，比如获得政府、学术机构、民间颁发而有影响力的奖；
一种是人们心目中的认可，你能说曹雪芹不是文学巨匠、大
师？你能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不是大师？就算袁隆平先生
现在不是院士，以他的成就和对人类的贡献，你能说他不是
大师？他们都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涌现出的杰出人才。用时
髦的话说，屠呦呦获诺奖与不获诺奖，都不影响她的大师“范
儿”，是院士或不是院士，也不影响她的大师“范儿”。诺奖，
是对中国大师的奖励，而非获奖后才成为大师。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过许许多多杰
出、伟大的人物。只是，在芸芸众生之中，杰出者永远是少
数，大师永远是凤毛麟角。而且，有些有潜质有可能成为杰
出人才、大师的人，在前进的路上又有可能迷失方向。故而，
大师往往可遇不可求。

让我们把期待的目光投向那些能一生坚守、永远耐得
住寂寞、愿意坐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冷板凳的人，静静地等待
花开。

“门好进”、“脸好看”理应成为一种常态
□杨朝清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
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试点是
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

法。试点能否迈开步子、趟出路子，直接
关系改革成效。

要真正把试点工作做实做细做好，

切实发挥出改革试点摸情况、探路子的
作用，笔者以为，以下三点尤其需要科学
把握：

第一，改革试点须稳步推进，不能浮
躁。既然是试点，就意味着是创新，是尝
试，就意味着需要边干、边看、边总结，根
据试点推进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各种变
化、问题审时度势，来权衡、研判和定
夺。因此，试点工作必须祛除浮躁心理，
急于求成不行，单纯追求政绩而光做花
样文章、回避矛盾问题不行，立功心切而
忽视规律，甚至违背规律更不行。既然
是做试点，肯定会面对一些拿不准的问
题、棘手难办的矛盾，对此必须要有足够
的思想准备，既敢于出招又善于应招；而
且还须静下心来，尽可能多听一听基层
和一线的声音，尽可能多接触第一手材
料，做到重要情况心中有数。

第二，改革试点须且行且思，及时总
结反馈，实践和思考不能脱节。改革试点
的目的，是通过小范围的探索为全局性的
改革摸索规律，趟出路子，因此，就不能只
低头赶路，而不抬头看路。试点工作是从
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这样一个不断循环
往复、认识不断完善丰富深化的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坚持问题导向，

及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困难一个一
个克服，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做到“蹄疾而
步稳”的同时，还需把改革实践中暴露的
问题、解决的方法、蕴含的规律及时形成
理性的认识，推动制度创新。

第三，改革试点还要坚持风险可控
原则，既不能遇难即退，浅尝辄止，也不
能硬干蛮干，不管不顾。既然是尝试，就
难免挫折和失败，尤其是当前改革进入
深水区，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
革推进的过程中，试错其实也是收获，它
以排除的方式让我们更接近目标。但尽
管如此，我们在试点推进中还是尽可能
要对不利影响、不确定因素估计充分、预
判到位。在这一点上，最重要的是我们
的干部决策时要讲科学，讲规律，讲担
当，少一些“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
屁股走人”不负责任的主观作风，把论证
工作、组织工作、调查工作等各项“功课”
做严做细做实。

目标是否坚定，决定改革的成败；落
实能否到位，决定蓝图的实现。我们要
聚焦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目标，积极
探索，勇于实践，勤于总结，把各项改革
的试点工作走在前列，干到实处，确保有
所改，有所成，为全局性改革趟出路子。

改革试点要为全局性改革趟出路子
□毛同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