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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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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重庆工作 迎接
十八大》一文，“胡锦涛
同志对重庆非常关心，
2007 年就给我提出了

‘3·14’总体部署，今天
挺值得纪念，正好是胡
锦 涛 总 书 记 提 出‘3·
14’总体部署五周年。”
其中的“3·14”均应为

“314”。
2.3 月 11 日 A12 版

《唐家岭村民 8 月住新
房》（校对：何燕 编辑：
刘泽宁）一节，第 2段第
2 行中的“唐家领”应为

“唐家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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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论

治理“官满为患”重在转变政府职能
要控制公务员规模的过度扩张，首先需要理清政府职能，明确政府边界；因此，与其出台《编制

法》，不如出台《政府职能法》，以法律的形式授予政府相应管理职能。

■ 观察家

“老提案议案”见证改革的艰难

来信

老提案、老议案所涉及的，都是改革比较艰难的领域，也许不能奢望一蹴而就，但至少要有往前推
进的努力，而不能任由代表委员们一年又一年地“旧案重提”。

植树造林
别忽略小区周边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植
树节。前不久就看到媒体
报道：北京今年提出植树造
林 20 万亩目标。这些消息
给市民传出一个积极的信
息，那就是北京的环境治理
已经进入快车道。

但这些指标怎么分配
落实，还有待观察。笔者所
居住的小区，大兴区海子角
南里，是 1996年建成的老小
区，小区内居住的老人特别
多，但是小区外的环境绿化
很不尽如人意。

早些年小区外面路边
有一排大树，但近年来大树
被一些汽车有意无意撞死，
绿化队来只是砍了残枝，也
没有补种一棵，现在小区外

路边已经几乎没树了。
不仅如此，前年，小区

进行综合性改造后，围墙外
预留的绿化带铺上了细沙
土，也一直没有栽种任何树
和植物，两年来，一到起风
天，哪怕二三级风，黄沙就
被卷起来吹进小区，老人们
都不敢出来晒太阳。

希望这次借植树造林
之东风，能有人管一下，把
小区外路边的树坑补种上，
围墙外空地上也种上一些
树木，这样花费不大，又能
立竿见影减少沙尘污染。

□李明（市民）

像崔永元委员
一样“接地气”

政协委员崔永元在媒
体做节目时，说自己收入过

万常常感觉“钱不够花”，引
起广泛共鸣。

有人说，要求各行各业
的代表委员都能够真实反
映民众呼声，并不容易。其
实，只要有“代表”的意识，
两会代表委员“接地气”就
不难。以小崔发言为例，他
仅是从自己的生活出发，提
出自己的思考和建议而已。

任何代表委员都不会活
在真空中，他们在日常生活
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
题，产生各种各样的思考。
而且，各种各样严肃的政治
议题都会在日常生活中，都
会在个体的身上得到集中体
现，代表委员从个人的生活
经历出发，也能捕捉到现实
问题，从而提出不仅是严肃
的，而且是接近性的提案。

这种要求对于代表委
员们来说并不难，只要他们

能保持真实、真诚，而不是
因利益考量而揣着明白装
糊涂，就能在两会上发出让
民众认同的声音。

□乾羽（教师）

期待居住证
能成“权益证”

备受关注的居住证制
度问题有了新的进展。在
全国政协“统筹城乡社会发
展，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
提案办理协商会上，公安部
副部长黄明介绍，《居住证
管理办法》已经形成草案，
正在征求意见，今年将报国
务院审定。

在居住证推广之前，各
城市普遍采用的是暂住证
制度，而该制度被社会诟病
已久，原因是其仅强调对外

来人口进行管理，忽视了既
进行管理又提供公共服务
和权益保障的平衡。

备受民众期待的居住
证管理新政呼之欲出，表明
暂 住 证 时 代 即 将 画 上 句
号。居住证能否一改之前
被诟病的情况，取决于其能
否由过去的“管理证”，华丽
转身为一张“权益证”，成为
城市为外来人口提供积分
入户、就业创业、劳动保障、
住房安置、医疗卫生、子女
就学、证照办理等多重服务
的“通行证”。

各城市只有不折不扣
地履行诺言，居住在城市的
非户籍人士才能够认真配
合，积极主动地去办理居住
证，过去由城市管理者苦
劝、甚至强制办理的尴尬局
面才有可能就此终结。

□汪昌莲（公务员）

全国人大代表、中央纪
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在人大
会议上建议出台《编制法》，
以 制 止“ 官 满 为 患 ”的 现
象。刘锡荣说，4 年前全国
公务员是 600 万人，现在已
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多
100 万人。“老百姓再勤劳，
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

公务员太多，不仅造成了
政府行政成本过高，增加了社
会负担，而且扩大了买官卖
官的空间，使体制性和机制
性腐败难以根除。但建议出

台《编制法》，能否控制公务
员的扩张，还值得推敲。

应 当 说 ，随 着 经 济 社
会发展，政府职能的扩大，
公务员队伍的扩张，有其
客观性。瓦格纳法则就指
出，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大
和经济的发展，要求保证
行使这些国家职能的财政
支出不断增加，即随着人
均收入提高,财政支出相对
规模相应提高。

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相
对于改革开放前相对单纯的
职能，过去30年政府职能有了
明显的扩大。这既有合理部
分，也有不合理部分。例如，
在经济领域，加强市场监督，
保障市场秩序、保障食品药品

安全等职能，是经济社会发展
所必须的，强化这部分职能，
属于合理的职能扩张，由此带
来的公务员的扩大，也是正常
现象；但有些职能扩张，比如
加大对市场微观干预，职能
设置本身就不合理，由此带
来的公务员规模扩张，也就
明显不合理。

此外，地方政府滥扩编
现象严重，正如刘锡荣指出
的——乱设机构，乱定级别，
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
标，这“两乱两超”导致的公
务员规模扩张，更需要通过
明确政府职能，进一步清晰
界定各部门的职能边界，并
进行有针对性地清理整治。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改
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是

“五个理顺”，其中四个方面涉
及到政府：即理顺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
分配关系；理顺经济与社会发
展的关系；理顺政府与公民和
社会组织的关系。

要理顺政府的基本职能，
需要明确政府行为的基本原
则，对市场和社会来说，“不禁
止即许可”；而对政府来说，

“不许可即禁止”。政府要扩
张某项职能，需要得到法律
明确的授权。只有明确政府
边界，才能真正控制住公务
员规模的扩张。

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通
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

制改革的意见》，在“转变政
府职能”部分提出，深化行政
管理体制改革要以政府职能
转变为核心。“把不该由政府
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
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
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
用”。根据这一意见，只要真
正地打破政府利益，理顺政
府职能，就能够真正地控制
住公务员编制的规模。

因此，与其出台《编制
法》，不如出台《政府职能
法》，以法律的形式授予政
府相应的管理职能。政府
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活动，非法律授权的不得具
有或行使其他权力。

每年两会，我们都会听
到一些熟悉而热切的声音，
有网站整理了一份“老提
案、老议案”的名单：全国政
协委员、北航原校长沈士团
曾连续 10 年提教育经费支
出应占GDP4%；全国人大代
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
青连续 8 年建言公车改革；
全国人大代表、律师韩德云
连续 7 年提官员财产公开；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
学博导蒋洪连续 5年提阳光
财政；全国政协委员、河南
工商联副会长王超斌 5次提
交垄断企业改革提案；全国
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掌门
人宗庆后连续 5年建议提高

个税起征点……
年年不能采纳，年年旧

案重提，这些代表委员的理
性与执着，牵引着中国社
会走向更加健康稳定的发
展道路，也使他们无愧于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荣誉
与责任。

如今，这些执着的坚持有
些终于成为现实，比如教育经
费支出占GDP4%，比如提高
个税起征点；但更多的，仍需
要代表委员们保持足够的毅
力和耐心去继续关注，比如
公车改革还没有实质性的起
步，比如官员财产公开还只
是地方性的试点，比如垄断
企业改革仍旧举步维艰。

毋庸讳言，这些领域都
是改革比较艰难的核心领
域，涉及到的既得利益群体
庞大而且有力。用广东省
长朱小丹的话说，改革改到
自己头上，对政府是个考
验。因为这些都是难啃的

“硬骨头”，所以代表委员关
注了多年却迟迟不见奏效；
但是，又因为这些改革不能
回避也无法回避，代表委员
的持续关注也给了改革持续
的推力：一次不行，再来一
次，就像愚公移山一样，那些
基于责任的坚持终究不会白
费，正如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4%，虽然迟到了 20 年，
但终究还是在逐步实现。

如果说，对于代表委员
而言，抓住一个凝聚民意的
改革领域，以持续提出议案
提案的方式积极推动改革，
是一种负责任的履职；那
么，对于相关部门而言，不逃
避、不放弃、不懈怠地积极推
进改革，无疑才是对代表委
员最好的“回复”。代表委员
的重要责任之一是要引起社
会对一些重要问题的关注，
并且要求相关部门不断回应
这种关注；与之相比，“正在
研究”、“感谢关心”之类的

“回复”，确如有委员所言，感
觉像是在“糊弄人”。

诚然，这些领域的改革
肯定会很艰难，也许我们不

能奢望一蹴而就，但至少，
要让人们看到改革正在往
前推进的努力和尝试，而不
是长时间地停滞不前，任由
代表委员们一年又一年地

“旧案重提”。
“宁要微词，不要危机；

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
改革的危机。”要让更多的

“专业户”代表委员像“4%专
业户”那样不再忧虑，意味
着相关部门需要拿出更大
的勇气和担当，用更负责的
态度去直面那些改革的困
难领域——积极推进改革，
永远是对执着坚持的代表
委员们最好的“回复”。

□舒圣祥（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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