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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汉市治庸办周报出炉，武
汉市上半年 329 人因“不满意问题”被
问责。从通报可见，这些“不满意问题”
主要通过短信、微信平台收集，涉及垃
圾清理不及时、占道经营无人管、办证
服务不周到、接警态度不好等诸多“小
事”。

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的“不满意”

必须被当回事。武汉对群众不满意的问
题一一核实，对查实的问题不遮掩、不
回避，对相关责任人及时进行处理，并
把处理结果公之于众，体现了“尊重群
众评价”的诚意。以往一些地方也曾搭
建平台，让群众反映问题、评价干部，但
评价之后就没了下文、没有结果，群众
评价“徒费笔墨”。

正因为群众评价与干部考评之间
挂不上钩，所以有些公务员对前来办事
的群众爱答不理，明明不必要的证明非
要开、非要折腾人，你要投诉他也不着
急———“想去哪儿告随便你”。正是因为
过去一些地方评价考核干部的主导权
基本都在上级，群众说不上话，所以出
现上级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现象，搞坏
了政治生态，导致一些人时时处处往上
看，对群众评价没有半点敬畏之意。

一些地方出现“跪式窗口”，低矮的
柜台让老人不得不双腿跪地办理业务；
江苏南通如皋 89 岁的老人补办身份
证，却被告知要么剃光头、要么染黑
发……说到底都是没搞清楚经济发展的初衷、社会治理的目
的。发展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过得更好，治理是为了让人民群众
更加满意，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为了耍威风、造政
绩。

只有把评价干部的权力交给群众，让群众的评价切实起
效，一些人才不敢无视百姓诉求、群众利益。要把人民满意不满
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作为衡量党和国家一
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

时下，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重视群众评价，这是政治文明
进步的表现。也要看到，这种重视，不能仅仅停留在群众投诉
上，还应探索如何更好地把它运用到干部考核评价的全过程；
还应开辟渠道，让群众对心目中的好干部及时褒奖，让真心为
民干实事的干部不吃亏、受重视。

领导干部应该有“以百姓敬重为荣，以百姓不满为耻”的廉
耻心，在完善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培育起“把百姓评价看得重如
泰山”的官德和政风。

把
百
姓
评
价
看
得
重
如
泰
山

152018 . 88 . 33 15评 论

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
挨骂，这是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得出的
深刻结论。这一结论，也深刻阐明了掌握国际
话语权的重要性。

国际话语权既指在世界上“说话”的权
利，更指在世界上“说话”的有效性和影响力。
加快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让全世界
听到听清中国的声音，“不失语”是重要前提。

近年来，中国空军警巡东海、战巡南海、
前出西太、绕岛巡航，“空军发布”多在一线机
场第一时间发布信息、宣示意志，新华社用多
语种向海内外播发，核心信息多次被美联社、
路透社等媒体转引转述，把握了国际话语权
和舆论主动权。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
权。在我军向“世界一流”迈进过程中，我国
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融通不断深化，利益摩擦

和价值碰撞更频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
展利益面临许多新挑战。牢牢把握军事活动
的话语权、定义权和解释权，须坚持中国站
位、全球视野，务求对外传递正确信号和对
内传递坚定信心的有机统一，既争取国际舆
论的理解支持，又回应人民群众的深切期待，
为捍卫新时代空天安全提供有利有力的舆论
支持。

大事“不失语”才有国际话语权

“空军发布”作为中国军事新闻发布的一
个重要平台，近年来备受海内外舆论关注，传
播力影响力不断提升。

影响力来自大事当前“不失语”。2013 年
11 月 23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划设东
海防空识别区，发布航空器识别规则公告。当
天 18 时，“空军发布”就向海内外发布《中国
空军首巡东海防空识别区》，向全世界说明了
相关情况。此后，“空军发布”就国际舆论的相
关关切，相继发布了 7 次东海防空识别区管
控方面的信息，在国际舆论场上保持了“一语
中的”态势，把握了国际话语权。

2015 年 11 月 27 日，中国空军轰-6K
战机同日展翅西太平洋和东海防空识别区。
任务结束 15 分钟后，“空军发布”即向海内
外发布了行动信息。在中国空军多型战机编
队飞越宫古海峡、中国空军多型战机首次飞
越对马海峡、中国空军轰炸机战巡黄岩岛等
事件中，各种有信息、有态度、有情感、有立
场的“首音发布”，各种先声夺人的“中国话
语”，受到路透社、美联社等外媒转引转述。

我军在国际空域、国际海域进行的各类
演训活动，不管我们说不说，外方、外媒大都
会抢着说，国内媒体“援引外媒”还会广泛说。
这就要求我们因势而动、把握主动，避免“中
方不说外方说”“外方出题中方答”的被动局
面，把军事活动的国际话语权、定义权和解释
权抓在手中，决不能拱手相让。

“不失语”要以“一语中的”为追求，力求
得当、得体、得力。要把军事新闻发布放在党
和国家大局中来把握，服从政略、讲求策略，
稳不懈怠、进不盲目，在服从大局、服务大局
中有所为有所不为。要科学把握“先声夺人”
和“后发制人”“主动宣示”和“顺势回应”“设置
议题”和“引领话题”的关系，既努力占据“舆
论主导”，又善于规避“舆论陷阱”。

在国际交流中传递“中国话语”

这几年，中国空军与世界各国空军开展了
广泛交流合作，中俄、中巴、中泰等系列联演联
训和国际军事比赛等系列军事交流活动深入
开展，中国空军的“朋友圈”越来越大。我们不
失时机、积极稳妥地传递中国话语，设置议题，
引领话题，塑造展现我大国空军威武之师、和
平之师、仁义之师、文明之师的英姿风采。

顺势而为传递“中国话语”。去年 7 月 27
日，中国空军在湖北召开国际军事比赛“空降
排”赛事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有外媒报道
中国空军轰-6K 在西太平洋上飞行时，受到
了跟踪伴飞，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立即
向中外记者明确表示：中国空军开展远海远
洋训练 3 年来，应对和处置了各种干扰阻挠。
今后不管遇到哪国阻挠，我们还要一如既往；
不管谁来跟着伴飞，我们还要常去多飞。

因势而动传递“中国话语”。2017 年 7 月
至 8 月间，国际军事比赛“航空飞镖”赛事在
吉林举办，我们专门设立了野战化新闻中
心，并配有多语种翻译，将赛事资讯第一时
间与媒体分享。新闻中心曾就“中国空军战
机在东海海域快速逼近某国侦察机并迫使
其采取回避动作”的有关报道回应：中国空
军飞行员从来都是依法依规飞行，同时也会
运用国际法，一如既往维护国家空天安全。

应势而谋传递“中国话语”。中国空军近
年来深入持续开展实战化训练，演训的规模
越来越大，涉及的地域越来越广，飞越的频次
越来越多，引起国外一些媒体的关注和猜测。
2017 年 9 月 21 日，中国空军在新疆召开中
巴空军联合训练记者见面会，就个别外媒对
中巴空军联合训练的误读予以回应：组织军
事演训活动是世界各国军队的通行做法，每
个国家的军队要提升战斗力，担当起保卫国
家安全、维护国家利益的使命，都要经过严格
的实战训练，都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要用正
常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空军不断扩大与世界
各国空军合作的范围和领域，共同应对各种
挑战与危机。

国际军事交流助力中国空军迈向世界一
流。要在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大格局下，在国
际军事交流中大力发展国际合作传播，深化
同外媒的内容和渠道合作，让中国军队的声
音传得出、传得开、传得响。

中国话语要让全世界听得到

中央电视台“今日亚洲”“今日关注”以
及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等节目，作为“外
媒看中国”的重要窗口，透射着“中国话语”
的国际反应、“中国故事”的国际回响。

强国兴军这几年，央视等媒体关注“空
军发布”逐年增多，重要原因是“空军发布”
传递的信息含金量、含战量高，在连接中
外、沟通世界中传播新时代强军故事。

“空军发布”传递的信息，实现了对外传
递正确信号和对内传递坚定信心的有机统
一。信息就是力量、信息就是信心、信息就是
导向，要回应人民群众对新时代强军安邦的
新期待，有序有度地释放强军兴军、练兵备
战信息，展现“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绝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
演”的决心意志，展现“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
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的能
力定力，提升人民群众的豪气、底气和信心。

这启示我们，向海内外传播新时代强
军故事，要从遵循传播规律出发，连接中
外，沟通世界。既要创新对外传播方式，加
强话语体系建设，又要最大限度地用好外
国媒体、外宣媒体和驻外媒体、社交媒体，
精心设置观点鲜明、指向性强、通俗易懂、
易于传播的议题，理直气壮、从容自信地传
递中国立场，让该热的热起来，该说的说到
位，用我们设置的议题引导国际舆论，使我
们的国际形象少些“他塑”、多些“自塑”。

“自塑”不是自己说给自己听，而是要让
全世界听得到听得清，在跨文化交流中传播
新时代强军故事。2018 年 4 月，“空军发布”
推送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节目出品的宣
传片《“神威”和“战神”相约》，不仅有普通话
版、闽南话版、粤语版，还有英语版、日语版，
海外社交媒体和国内新媒体一度热播，让国
际友人、海外华人和社会公众充满兴趣。

语言是人们交流沟通的工具，是共享
文化认同的纽带，更是维护国家安全“没有
硝烟的武器”。加强语言能力建设是遵循对
外传播规律的应有之义，跨文化交流是语
言能力建设的根本所在。重视发挥跨文化
交流的“向心力”，军事新闻发布才能更好
地连接中外、沟通世界，让中国话语赢得国
际社会的理解认同。

中国军人如何掌握国际话语权

乔笛宇 刘晶瑶

“占山为王，培植势力，为争夺资源，各
山头之间时不时还得火拼。”前段时间，华东
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高抒这样描述“科研圈子”。近年来，科研领
域出现了一些带有江湖气的“圈子”现象，一
小撮人聚集起来“拜山头搞圈子”争夺资源、
名利，却忽视建立新理论、研究新技术。科研
“圈子化”不仅违背科学精神，更可能成为我
国成长为科研创新大国路上的绊脚石。

在南开大学周志强教授的眼中，国内科
研圈子存在较为严重的“绿灯化机制”，这也
正是科研“圈子化”的具体表现。尤其以科研
项目经费申请和成果评审匿名制度为两个
“重灾区”。有人科研水平有限、成果重复，却
可以反复得到资助，“善于填表”取代“善于研
究”成为一项重要的“能力”。重申请、轻成果
的科研项目管理模式，也让科研成果评审之
时，众多匿名评审自觉遵循“互不得罪”“互帮
互助”的潜规则。这也加剧了科研领域选题
“热、空、大”的现象。

在与一些青年高校教师交流的过程中，
他们也对科研“拜山头搞圈子”的现象意见很
大。对于“没资历”的科研人员而言，有些科研
基金项目的申请，变成了个别“学术大牛”长
袖善舞的舞台，所谓学术带头人、XX 学者的
嫡系学生更容易申请“中标”，导致一些科研
圈沦为交际圈，本应用于科研创新的宝贵时
间，却被用在跑关系、搞活动，追求发表一些
影响因子高但真实价值不高的论文上。

要想打破科研“圈子化”，松开科研人员
被现有体制机制束缚住的手脚，须从改善现
有人才评价机制上入手。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
估改革的意见》，意见强调应从项目、人才、
机构三个角度对科研领域进行评估，一改以
往以项目、奖项的大小、多少决定优劣的评
判标准，避免了评价结果与物质利益直接挂
钩，为打破科研领域“拜山头搞圈子”给出了
政策支持。

打破科研“圈子化”，重塑严谨治学的科
研精神，须有久久为功的战略全局性思想，
这份《意见》中给出的改革方案，也需要进一
步在实践中动态完善。

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的方方面面都
离不开人才的智力支持。对于科研人才而言，
要有“劈山建路架桥”的勇气，时刻秉持治学
严谨的科研精神，不能满足于“拜山头搞圈
子”抢来的资源，不能满足于印成铅字却毫无
科研成果转化能力的“码字能力”的提升。

7 月 3 0 日 1 0 点至次日
10 点，安徽蚌埠市龙子湖区
法院在淘宝上司法拍卖一支
市场价为 1 元的黑色水性笔。

这支笔的来源是该院在某案
件中执行所得 。该院工作人
员回应称 ，经调查是上月已
辞职的临时聘用书记员所上
传，目前已将该拍卖撤回。

漫画：曹一

下达执行裁定以及司法网
络拍卖绝非儿戏，这种滥竽充
数的做法，不仅浪费司法资源，
也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

本栏编辑：刘晶瑶

找回“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美景

本报记者裘立华

在农村，有一间房，劈柴，烧火，做饭，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是许多人艳羡的生
活，也是乡愁的核心载体。可惜的是，有些
地方的村落不断凋敝，农房建得是那么让
人“发愁”。

以前，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
棵也是枣树，但一些地方现在“绿树村边合，
青山郭外斜”的美景越来越少。为何？原因就
是一些农房越建越高，三层四层，挡死了树，
遮住了天际线，令人压抑，又造成巨大浪费。

徽派丢失，四合院破败，吊脚楼倒
塌……代之以，简单粗暴的钢筋水泥，混杂
世界各地风格的杂乱建筑，天上蜘蛛网，地
下臭水沟，垃圾满地走，粪便随处流。

去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深刻阐
释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发出了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动员令。在实施这一
战略的过程中，需要做好顶层设计，注重规
划先行，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不搞一刀
切，不搞大拆大建，不搞形式主义。

回顾历史，中国村落的形成，建筑风格
的变化，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徽派建筑、
黔北民居、四合院、吊脚楼……过去造房相
对简单点，一个风水师就可以决定整村风

貌，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乡绅、一个告老还乡
的官吏，能影响整村的建筑风格。现在的农
房又该怎么建，怎么能在留住乡愁的基础
上，重建“小而美”的村庄？

针对农房建设问题，近日浙江省衢州市
专门出台了《衢州市农房体系构建和风貌提
升政策问答》42 问，对于农房村庄布局，农房
建设做出了详细的回答和规定。

新增农房布点、村庄布点规划调整有什
么要求？农民建房如何做到科学规划选址？
农民建房如何规范审批？违法违规建房如何
处置？新建、改建农房能不能建附属用房、建
庭院或围墙？相关部门在农民建房上能够提
供哪些服务？……这些问题，都是困扰当下农
房建设的核心问题。有人问，规定这么多，这
么细，能操作吗？能落实吗？答案是可以的，关
键是加强对农民建房的引导和服务。

农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认为哪个东西
好，就简单地模仿。因此，引导得好，就构建
美的建筑，形成好的文脉；引导得不好，就乱
搭乱建，破坏环境，破坏乡愁。远的不说，近
的如 20 世纪 90 年代初杭州萧山高速沿线
那些装铁塔的马赛克高楼群，再到现在全国
各地层出不穷的奇怪建筑，都说明对建设教
育和引导的重要性。

假如规划和设计部门前期有整村规划，

建房有免费提供的设计图纸，有样板房可
以借鉴，建设过程中有乡村规划师指导，相
信农村的房子不会像现在这样杂乱无章，
丢掉文化，丢掉乡愁。

去年，杭州富阳东梓关现代民居，因为
整体规划，由专业设计师设计，白墙黛瓦，
重现美丽的天际线，重现了一幅“水墨江
南”，远看就像吴冠中笔下的名画，而内部
又是现代生活功能齐全，瞬间红遍了网络，
甚至引起国外的关注，羡煞许多人。

在德清莫干山，许多民宿由于整体规
划和设计师的介入，形成了和山水风貌融
合的民宿群，成为休闲度假的旅游胜地。

无独有偶，记者在浙江宁波象山县采
访，发现当地在乡村规划、农房设计上的成
熟经验值得各地借鉴。

为实现美丽乡村“整体美”，象山县按
照“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业、一村一
韵”的要求，修编所有村庄的规划，同时，为
了避免农民乱建房，“量身定制”26 套浙派
民居村居房型和中式民居施工图图集，农
民想建房，可以免费拿来参照，还有 300 名
“乡村规划师”指导他们建房。

各地应该抓住乡村振兴的机会，重构
美丽乡村，重现“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的美景。

如此拍卖

地地方方政政府府治治““赈赈酒酒””陋陋习习

既既不不能能缺缺位位也也不不应应错错位位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刘刘良良恒恒

“现在少多了。”近日打电话回家，问起老家如今“赈酒”情
况，父亲这样回答我。我长舒了一口气，这事儿终于有所收敛了。

我老家在湖南石门县，地处湘西北武陵山区。所谓“赈酒”，
亦叫作“整酒”，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民俗。谁家有红白喜事，
定好日子，请个厨师，找几个“帮忙的”，邀请亲朋好友上门来
“吃酒”，受邀的客人会以户为单位，在主家账本上“写个人情”，
随点份子。

客观上来说，这样的民间交往形式全国都有。但因为种种
原因，前些年老家“赈酒”却走了样、变了味，一度泛滥成灾，给
百姓带来了沉重的人情负担，让人苦不堪言。

从我记事开始，就经常听父母念叨“赈酒”的压力。父母在
老家做点小生意，跟方圆数十里的很多乡邻都要打交道。用他
们的话来说，别人看得起，请了你，不去面子上过不去，去了人
情负担背不起。有一年他们粗略算了下，全年“赈酒”花了五万
多块钱，几乎是花光了他们全年的劳作收入。

老家对“赈酒”陋习的治理，始于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和纠正
“四风”行动。根据中央有关规定的要求，省市县迅速出台“限宴
令”，规定除了婚丧嫁娶外，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一律不准违规
“办酒”。通过立规矩、严纪律、强监督，老家党员干部和公职人
员“赈酒”之风迅速扭转。

遗憾的是，针对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限宴令”对普通群
众并无约束力，民间“赈酒”之风依然如故，甚至有愈演愈烈的
趋势。与“赈酒”相伴而生的攀比浪费、人情负担，早已成为压得
城乡群众喘不过气来的大山。可以说，谁都知道“赈酒”危害大，
但就是没法“踩刹车”。

从记者多方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自去年以来，石门县开始
多管齐下治理民间“赈酒”陋习，采取的是官方推动、民间自治
相结合的办法。一方面用宣传教育引导民风转变，并把倡导城
乡文明“赈酒”新风工作纳入文明创建考核范畴；另一方面，以
村规民约带动乡风自治，发动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村民理
事会等村民自治组织对群众进行劝诫引导。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人将“赈酒”看作民间自发行为，
并且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地方政府介入治理，有权力错位之嫌。

在笔者眼中，地方政府自上而下倡议，发动民间自治力量
参与治理“赈酒”，至少从两个方面来说是理所当然的。第一，民
意有基础，百姓有期待。正所谓“民之所望，政之所向”，老家群
众对“赈酒”早已深恶痛绝，地方政府如果以这是私事、不违反
法律为由视而不见，其实也是“缺位”的表现。

第二，民间“赈酒”之风盛行，群众对此苦不堪言，本质上是
一种“社会病”，并且还无法自愈，必须有“良医”把脉开方。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地方政府理应当仁不让地把“赈酒”管起来。

从记者采访调研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老家治理“赈酒”已经取
得了不错的效果：一是取得了绝大多数群众的理解支持，不能乱
“赈酒”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二是乱
“赈酒”现象得到了初步遏制，大多数群众反映人情负担大大减
轻。

在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效基础上，要持续抓好治理民间“赈
酒”陋习这项工作，还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首先，要长
抓不懈，不能“一阵风”。任何一项社会建设，都不可能一蹴而
就，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必须保持足够的耐心和定力，在宣传
教育、劝诫引导、典型示范、发挥基层自治功能等方面持续发
力，在潜移默化中移风易俗。

其次，地方政府不能“错位”，切忌采用简单粗暴的处理方
式。就治理“赈酒”这项工作来说，地方政府既不能缺位，但发挥
的作用应该定位为倡议引导、鼓励自治。如果突破这个边界，强
制执法、粗暴干涉，那就是“错位”了，不仅达不到效果，甚至引
发群众反感，激化矛盾，破坏干群关系。因此，在治理“赈酒”陋
习这一问题上，地方政府既既不不能能缺缺位位也也不不应应错错位位，须在厘清责
任的基础上精准施策。

申进科

完善人才评价机制

打破科研“圈子化”

“自塑”不是自己说给自
己听，而是要让全世界听得
到听得清，在跨文化交流中
传播新时代强军故事

重视发挥跨文化交流
的“向心力”，军事新闻发布
才能更好地连接中外、沟通
世界，让中国话语赢得国际
社会的理解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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