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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中央党校副校长
陈宝生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
时提出改进“意识形态工作”，包
括“话语体系”，他表示“话语体
系的背后，实质上是执政姿态与
执政理念的反映。当政治语言
与生活语言大体接近，共识也能
在官方与民间的贯通中建立。”

早在两年前，在中央党校
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习
近 平 曾 痛 斥 官 场 上 的 不 良 风
气：“一些党政机关文件、一些
领导干部讲话、一些理论文章
中，文风上存在的问题仍然很
突出，主要表现为长、空、假”，
这不仅“严重影响真抓实干、影
响执政成效，耗费大量时间和
精力，耽误实际矛盾和问题的
研究解决”，更“损害讲话者、为
文者自身形象。”

正因为此，习近平接任中共

中 央 总 书 记 后 的“ 亮 相 讲
话”——“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
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
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
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
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
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
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
好”——在“政治话语”层面，赢
得了舆论的积极反应。

政府公文及官员的发言，
的确反映着“执政姿态与执政
理念”。

正常的“执政姿态”，就是政
府和民众互相尊重、地位平等。
一个官员和自己的家人、朋友说
话聊天，肯定不会“官话连篇”，
为什么？因为双方是平等的。

“执政理念”，就是你到底是
“公仆”还是“主人”。当认为自
己的角色就是“管理”和“治理”

民众的时候，骨子里认为“我是
主人”，那些呵斥和雷人之语当
然会自然流露。

现在有“官民两个舆论场”
之说，两个舆论场，首先表现出
的就是语言上的巨大差异。“打
通两个舆论场”，政府和民众之
间的对话和交流，首先要求用
普通人听得懂的话来进行，其
中的道理并不深奥。

近两年，在“政治话语”上
栽跟头的官员并不鲜见，有的
官员说“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
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有的官
员说“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
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还有
官员说“你知道什么叫恶不？
跟政府作对就是恶！”也有官员
在交通事故现场“开怀一笑”，
尽管事后这些官员都因此引来
关注，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

是“雷言雷语雷表情”背后的
“执政姿态与执政理念”却不能
不引起警惕。

当然，这些或许是一些极端
的案例，而另一些值得警惕的现
象却更为严重，就是官样文章，
乃至一些地方出现“领导讲话”
互相抄袭的现象，有网友曾发微
博总结出官话的“万能八条”：1、
领导重视，提高认识。2、加强宣
传，营造氛围。3、教育培训，提
高素质。4、健全政策法规，完善
制度。5、组织协调，形成机制。
6、增加投入，依靠科技。7、加强
监督，全面落实。8、总结反思，
借鉴经验。

这 些“ 正 确 的 废 话 ”的 存
在，是横亘在“两个舆论场”的
第一道障碍，影响交流互动，阻
碍问题解决，必然会影响共识
的建立。

在中国，一直都有“文以载
道，言为心声”的说法。“政治
话语”虽有其特殊性，但除了
需要真实、准确、标准之外，更
多的地方需要体现官员的人性
化，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有情有
义，有滋有味，如此，方能让政治温
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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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共识第一步：怎么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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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话语”虽有其特殊性，但除了需要真实、准确、标准之外，更多的地方需要体现官员
的人性化，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有情有义，有滋有味，如此，方能让政治温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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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幸福”被叩问
央视“你幸福吗”在网络上走红，伴随的是各种讽刺、调

侃和质疑。《中国周刊》报道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你幸
福吗”事件，看起来是一次从策划到演出都懵懂荒诞的生活
秀，其实不是。网络上的暴风骤雨，和实际生活中的坚韧承
受，也许正是很多中国人的两面。 B06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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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物站的位置
危难时刻，政治人物最重要的角色与功能，就是要与民

众站在一起。“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
置，/足下的土地。”舒婷在《致橡树》中别具一格地表达了这
样的“位置爱情观”。政治人物要赢得人们的拥戴和爱，请
首先选择好你脚下的位置。 B07专栏

要不要成立新“体改委”
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被写进

十八大报告。这意味着，现行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可能发生变
化，那么，当前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协调机构”，才能成为新阶段
改革的发动机？过去30年改革的实践证明，每当改革处在关
键时期，改革统筹协调就更加重要。下一步的关键，在于尽快
打破利益掣肘，把改革协调机制做实，因此，建议是成立新“体
改委”。 B04·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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