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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大部制的产物，但只是过渡时

期的特殊情况。”

——佛山市高明区政府网3月9日发

布的一条人事任免通知引起网友关注，网

友们把焦点对准了“高明区市场监督管理

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竟有14位副局长”。

“电价偏低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

水平对比得出的，电价占居民收入比重下

降。”

——日前，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

研究报告称，中国电价水平偏低，到2015

年，平均销售电价应年均增长5%。

昨日，两会正式闭幕。发展永无止境，

改革仍在路上。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成

果世所瞩目。可是，发展过程中累积下的

一些问题，也到了不得不高度重视的时候

了。发展附带的问题、公平正义的焦虑、路

径锁定的忧叹，都必须正视。

改革之舟，逆水而行。改革攻坚，剩下

的都是待啃的“硬骨头”了。这也是检验改

革智慧、诚意和决心的试金石，不容丝毫懈

怠和回避。不缺共识，只差落实。如何让

理想照进现实，而且不走样不打折地持续

推进，关乎未来的改革走向和成败。而如

何甄别某些官员口头的伪改革、假改革以

及全是“顶层设计”的套话，而无细致入微

的具体操作路径支撑的改革言论和举措，

也是必须值得警惕和关注的民众监督动

向。

两会过后，社会各领域改革成效如何，

尚待时间检验；两会议题如何推动改革进

程，也需坐观后效。毕竟，与会代表委员以

及全体国民所涉阶层各异，利益参差，价值

多元，诉求有别。如何最大化地从两会博

弈场弥合分歧，觅得多元诉求公共利益的

最大公约数，才是推动改革的终极助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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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5 日，是广

大消费者抵制假冒伪

劣产品、维护合法权

益的纪念日。之所以

要设立这样一个特定

的节日，是因为产品安全问题确实存在，

是为了监督产品生产、销售企业要加强

自律，自觉生产和销售安全合格的产品，

是为了倡导广大消费者运用法律手段，

去防范和抵制问题产品，维护自己的生

命财产安全。然而，“3·15”，每年毕竟仅

此一个，凭借这样一个节日的警示作用，

去保障一年的消费安全，显然是不可能

的事情。

消费者投诉的渠道还不通畅，有些

管理部门执法为民的意识不强，对群众

的投诉不尽心处理，甚至敷衍塞责，3·15

也日渐形式化，有些沦落为商家“自我推

销”和执法部门的“表演秀”，这些都反映

出消费维权重在日常，维护消费者权益

任重道远。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

发展是提高劳动收入，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改善消费质量的重

要途径，也是消费维权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因此，我们的职能部门和媒体

要正确引导消费者合理消费，积极宣传

国家的方针政策，及时反映广大消费者

的意见、呼声和要求，针对消费者普遍关

心的热点问题及日常消费需求，进行各

种知识宣传，及时公布市场动向和各种

商品服务信息。坚决打击伪劣假冒、坑

蒙拐骗，并进行高额罚款，给不法商贩以

致命打击。特别是食品安全问题，近系

消费者生命健康，远系中华民族的未来，

责任重于泰山，经营者是第一责任人，政

府有执法监督的责任，媒体有舆论监督

的责任，而消费者则有投诉举报的责任

与索赔的权利。

特别是，消费安全并非是每年只有

“3·15”才引起重视和关注的问题。这个

问题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生命财

产安全休戚相关，这个问题与生产、销

售企业的道德和良知密不可分，这个问

题也与相关部门的监管及社会监督关

联很深，这个问题更与消费者识别产品

优劣的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强弱紧

密相连。因此，重视和维护消费安全，

要以“3·15”为轴心，贯穿全年，做到年

年警示、月月警醒、天天警惕。只有维

护了消费者权益，市场经济才能更加体

现公平正义，经济社会才能又好又快发

展。维护消费者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

责任，我们要以消费维权为手段，督促

社会各方特别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构

建和谐社会，扩大消费市场，促进经济

发展。

自十七届六中全会到今年两会，文化

都是一个热议的话题。在全社会对文化

的关注度大增的同时，文化遭遇的尴尬和

焦虑，也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文化的焦虑和尴尬，来自一种根深

蒂固的 GDP 至上的观念，来自非科学的

政绩观，来自用经济思维方式和政治运动

方式来指导文化建设。简而言之，来自仅

以眼前利益为唯一取舍标准的浮躁心态。

用急功近利的政绩观指导文化建

设，势必将文化仅仅作为赚钱的一种工

具，叠加政绩的一种砝码，眼前有利可图

的取之，无利的舍之。一批批没有历史文

化价值的人造景点也在发展的名义下堂

皇登场。为了招徕游客，一些地方争抢名

人故里，闹出了“闻名全国”、毫无学术价

值的笑话，此为一。其二，重产业轻公益

性文化事业，一些地方公益性文化设施匮

乏的状况甚为严重。其三，眼下文化产业

确实引起了关注，但不少投资者揣着以最

少的投入获取最大回报的心态，眼光集中

于来钱快的门类，很多是快餐文化，而对

一时难以见效但却有深刻持久精神价值

的艺术生产，少有人问津。

凡此种种，说明离真正的文化自觉还

有不小距离。两会上有多人提出，只有文

化体现出比物质和资本更强大的力量，只

有经济发展体现出文化的品格，一个民族

才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在社会转型

过程中，文化遭遇尴尬不足为奇，紧要的

是要让科学的文化发展理念成为时代共

识，使各地执政者真正把文化当成是一种

民生，变成执政党的执政自觉，文化发展

的阻力方能日益缩小，其尴尬和焦虑日渐

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