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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新篇章
符合公众期待

□苑广阔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

意见》。这是新时期指导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必将

开启国有企业发展的新篇章。（今日本报03版）
近年来，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国家经济市场化程

度的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存在的弊端与痼疾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

不但引发了国有企业内部干部职工的质疑，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公众的

不满，深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大。

此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的正式下发，在让社会各界充满期待的同时，也正式开启了国有企

业深化改革和发展的新篇章。仔细研读《指导意见》不难发现，其

中涉及到的很多内容，都是近年来关于国企领域的热点、焦点和难

点，这凸显了决策者敢于面对困难，敢于打硬仗、啃硬骨头的决心。

此轮国企改革，亮点颇多，引人关注。人人都知道国有企业具

有公益属性，除了要为国家创造经济效益，还负有较大的社会责

任，需要创造一定的社会效益。尤其是一些关涉到国计民生的领

域，比如电力、燃气、道路交通等等，国有企业往往肩负着稳定社会

经济、惠及苍生利益的重要责任。但是长久以来，国有企业如何平

衡其商业利益和公益属性之间的关系，不但让国有企业的领导和

管理者头疼，也让老百姓困扰不已，常常产生国有企业“与民争利”

的质疑与诟病。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今后将国有企业

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并根据企业所处的地域、领域实行分类改

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等等，以此来重新划分国有企业的经济和

社会责任问题。这样一来，就很好地解决了国有企业到底应该追

求商业利益多一些，还是应该承担公益属性多一些的问题，既有

利于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松绑，同时也可以避免之前存在的各种诟

病和质疑。

此轮国有企业改革，基本上坚持了以实现企业效率为目的，以

市场化改革为核心，同时充分考虑企业的实际，不搞全覆盖、不设

时间表，坚持成熟一个推进一个的原则，有利于减少改革的波动，

维护企业以及国家经济的稳定，进而减少对普通民众生活上带来

的影响，这无疑也是值得肯定与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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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院长：不要急于发表
多少文章

“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

希望你们能够放慢脚步，选准

方向，打好基础，不要急于发表

多少文章，不要过早地担忧就

业前景。”在昨天举行的中国科

学院大学 2015 级新生开学典

礼上，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

学院大学名誉校长白春礼在致

辞中劝勉新生“倾听内心、沉淀

自我”。他说，在这个价值多元

的时代，希望学生们能静静地

聆听自然的声音与内心的回

响，有足够的坚持与世俗的洪

流保持理性的距离。

媒体曝微整形黑幕
培训5天变“专家”

记者暗访微整形培训机

构：①学员互相打针，13 毫米

针未消毒插进太阳穴；②5 天

变“专家”，不菲学费换来假

资格证；③向学员售卖严禁私

下流通的肉毒素、玻尿酸；④

这类“微整形师”给人打针，

或有溃烂、失明、面瘫，甚至

死亡风险。@央视

□木须虫

设置“救命神器”
开了就近急救的好头

12 日是“世界急救日”，今年的主题是“急救与老龄化人

群”。江苏省卫计委相关负责人透露，该省将在政务中心大厅、机

场等13个公共场所试点设置AED机（体外自动除颤仪）。AED机

可在心脏猝死4分钟内拯救病人。（9月13日《南京日报》）
报道援引了一组统计数据：全世界每年约有 350 万人死于

事故、日常生活中意外或暴力行为。在遇到意外伤害时，自救

或救人过程中最宝贵的就是事发最初的4分钟时间，俗称“黄金

4分钟”，具备了急救技能的“现场第一目击人”，通过对受害者

实施初步急救措施，甚至可以挽救生命。

这组数据既说明了意外的普遍性，也说明了急救对于社会

的重要性。而在当下，急救能力的缺失是公共急救体系的短

板，一个又一个“不敢救”的个案，都反衬出公众遭遇突发意外，

来自于120等救助机构救命的“远水之渴”。尤其是，随着城市

规模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密集，因时间与空间等因素，急救效

率尴尬的困局更突出。

破除这个困局，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急救体系建设，一方

面要推动急救资源向公共场所的均衡配置，比如，一些人口密

集的重要场所，可以设立急救站，配备常见而简便的急救设备，

甚至配备专业或者公益性的急救人员，把急救建在公众身边，

使得每个遭遇到意外者，都能够近距离获得有效的急救；另一

方面，要引导社会力量加入到急救中来，这个群体越大，需要急

救时伸出援手的时间就会越短。

南京在 13 个重要公共场所试点设置有“救命神器”之称的

AED机，并以此为载体招募、培养一批急救志愿者，的确开了个

好头。一者社会急救体系得到公共管理机构的重视；二者推动

了急救从医疗机构向公共场所的延伸，迈出可喜的一步。南京

的做法值得许多城市学习借鉴。不过，完善社会急救体系是一

个漫长的周期，需要长期的教育、引导和同步建设，尤其是相对

于急救在公共场所的布点和设备配备，急救技能的普及和急救

队伍的壮大，显得更关键，这就要求公共机构持之以恒地培育

和发展相关的民间公益团体，给予专业培训、技能颁证，有多大

的持证急救队伍，决定了能设置多少公共场所急救点，就能使

得就近急救离公众越来越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