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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潇湘，激情澎湃。省第十次党代会召开前
夕，我们欣喜地收获了“迎接党代会，迈向新征程”
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活动的累累硕果。

合上一个半月的精彩，就像合上一本厚重的
书。这是一本发扬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生动
实践的书，这是一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群
众路线积极尝试的书，这是一本凝聚民智、推进
科学发展有益探索的书。在这本书里，我们拜民
为师，触摸“心忧天下”的情怀；在这本书里，我们
聆听潇湘的脉动，吮吸智慧的醇香；在这本书里，
我们握指成拳，共同浇灌希望之花。

我们难以忘记，那些如潮水般涌来的诤言与
建议：有一笔一划的手写稿，也有规范工整的打
印件；有简短凝练的只言片语，也有洋洋洒洒的
长篇宏论；有关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
深刻思考， 也有来自基层的民生愿景与期盼。短
短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们通过网络、信函、短信等
渠道， 收到意见建议52021件。 看得见的良言背
后，是血脉相通、骨肉相连，是您对省第九次党代
会以来省委工作的充分肯定，是您对省委工作思

路和重大决策的高度认同，是您对湖南美好未来
的无限期许，是您对省委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殷殷
厚望。

我们难以忘记，满怀赤诚的您：从专家学者到
普通百姓，从机关干部到基层党员，从白发长者到
莘莘学子， 从天南地北的有识之士到飘洋过海的
湖湘游子，多少鞠躬尽瘁的赤诚，多少义不容辞的
担当， 多少昼夜伏案的艰辛， 多少饱含深情的抒
发，让大爱流淌，让力量凝聚，让精神升华。

一个半月，我们守望感动、铭记感谢、收获感
悟，谱写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诗篇。

问政于民，方可知得失；问需于民，方能明方
向；问计于民，方能定良策。接通“地气”，才有底
气。因为您的热情关注，我们倍感振奋；因为您的
倾情付出，我们倍受感动；因为您的真知灼见，我
们倍受启迪。真诚地感谢您，正是举全省之力，有
我们心手相牵， 湖南未来发展的蓝图才更加绚
丽，新一届省委履行科学发展的使命，才能获得
更加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明天的家园，才能更
加幸福美好。

我们一定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将您的诤言
良策认真吸纳到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中去，落实
到今后的工作实践中去。您的所思将变成我们的
所议，您的所盼将变成我们的所为，您的所悟将
变成我们的所获。我们一定不负您的厚望，为人
民而奋斗，让事业长存，让精神永恒。

作为迎接省第十次党代会的一项重要工作，
“三问”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但省委、省政府通达
社情民意、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渠道永远通畅。
希望您继续关心湖南的发展，继续贡献您的智慧
与力量。我们将真诚倾听您的呼声，真实反映您
的愿望，真情关心您的疾苦，认真借鉴这次活动
的成功经验，探索建立完善了解民需、吸纳民智、
科学决策的长效机制，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真正做到百姓利益无小事， 把群众放在心坎上，
使我们的各项决策部署更加符合科学发展的要
求，更加切实可行，更加顺应人民群众的期盼。

亲爱的父老乡亲， 今天我们在这里播下希望
的种子，明天幸福的参天大树将在三湘大地蓬勃
生长。即将召开的省第十次党代会，是一次新的
出发。面对改革发展的繁重任务，面对您的拳拳
重托，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唯有与时俱进，改
革创新，才能扬起风帆，劈波斩浪，浩荡前行。我
们唯有珍惜人民的信任、珍惜科学发展的大好形
势，才能创造“芙蓉国里尽朝晖”的壮丽画卷，奏
响“四化两型”、“四个湖南”建设的激情乐章。

路漫修远，不舍求索。让我们一起来瞩望，踏
上新征程的又一个起点。 让我们一起来携手，共
同谱写富民强省新篇章！

中共湖南省委“迎接党代会，迈向新征程”
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活动办公室

2011年11月1日

收到意见建议52021件，省委就“三问”活动向全省人民致感谢信

让我们共同谱写富民强省新篇章
自9月中旬我

省启动“迎接党代
会， 迈向新征程”
问政于民、问需于
民、问计于民（以
下简称“三问”）活
动以来，短短一个
半月的时间，全省
人民踊跃献计献
策，活动收获硕果
累累。 通过网络、
信函、 短信等渠
道，三问活动办公
室共收到意见建
议52021件。为此，
省委特向全省人
民致以真诚的感
谢。

■记者 胡抒雯

中共湖南省委就“三问”活动向全省人民致谢：

网友“maidong1986”：如果不先收费，哪来的钱修路？
广州网友：奇怪。哪里方便了？交钱当然是方便了啰。
网友“星际开拓者”：泥巴都让车带走了，不收费才怪。
宁波网友：向工作人员致敬，在此复杂路段坚持收费工作。
网友“LauJingCD”：劳烦用进城费修修路。
深圳网友：不如说收的是污染费。车开过去扬起来灰尘，污染了空气。
网友“沙虫脚”：就是以前的养路费，换汤不换药。

有机蜂蜜每公斤358元、 有机猪肉每公
斤160元、有机杂粮每盒（268克）268元……近
年来， 一些食品包装上纷纷标注“有机”二
字，并标榜“高质高价”。记者深入山东、广西
等地发现，随意标注“有机”、花钱购买认证、
张贴假冒认证等现象屡见不鲜。有机食品行
业之乱，关键是认证环节随意性大。一些售
价不菲的有机食品，只是披着“有机”外衣的
大路货。（本报今日A14版）

假冒伪劣坑害国人，由来已久。钱有假
的，产品有假的；唱歌有假的，视频有假的；
英雄有假的，领导有假的……一句话，假几
乎无处不在。是故，有人出语惊人：这世界所

有东西都是假的，只有妈妈是真的！“只有妈
妈是真的”的潜台词，就是父亲也可能是假
的。这是多么可怕的场景！中国的经济持续
繁荣， 中国的社会信任却未能得到同步发
展，中国的伦理道德亦未能得到同步提升。

如果细究“只有妈妈是真的”的内在逻
辑，我们可以发现，除了妈妈是真的外，还有
一真：骗子是真的。“像中绿华夏、南京国环
等知名认证机构还可以，但对不少认证机构
来说，你只要花两三万块钱，基本就能拿下
有机食品认证。”业内人士透露，交了钱，一
些认证机构或中介公司会派专人帮助“搞
定”申请、文件审核、实地检查等认证全流

程。类似的认证制度，是真正的骗子制度。在
食品安全信任危机蔓延的今天，认证乱象无
疑是加剧与放大了这种危机的扩散效应。认
证制度，其本质是一项与信任相关的“合格
评定程序”，借以保证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
可“有机”认证，竟成为假冒伪劣的“通行
证”。长此以往，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受害
者。

中国先前没有实行过市场经济， 所以，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信任，是不存在的。而我
们所依赖的传统的信任， 先天严重不足，在
资本与权力的双重作用下，日渐式微，是无
法改变的现实。传统的信任几近崩溃，而现

代的信任及信仰又没有建立起来。 一方面，
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利益，拜金主义泛
滥，道德的底线一退再退；另一方面，社会追
求正义，公众要求公平，诚信、自律是人们普
遍的信条。但显然，我们仍生活在当代市场
经济的困惑中，信任危机压迫着我们中的每
一个人。

认证乱象作为诸多信任危机中的一部
分，当然不能任其逍遥下去，如何规范，当然
是政府的责任。当市场经济失范时，政府应
该有所担当。然而，拯救信任危机是一个系
统工程，这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是严峻的考
验。 ■吴晓华

“认证”不靠谱，“有机”满街走

“为什么没有农民干部、农民军人、农民教师……农民司长，却只有农民工？”
北京师范大学日前成立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宋晓梧在作报告时说，有研究

资料显示，失地农民约4000万。只有7.7%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回农村定居，而老一代
农民工的比例为13.3%。宋晓梧反对任何专门以“农民工”为主题的奖励、晚会甚至政
策， 认为任何有利于固化农民工身份的做法在方向上都是错误的， 尽管出发点是好
的。

“年龄这事不好说，很多人都说我看上去跟实际年龄不符。”
家在英国东南部埃塞克斯郡的92岁老太太黛安泰勒外出为儿子买酒被拒， 商店给出

的理由竟是“无法证明年满18岁”。店员坚持要求她出示证件，并这样说道。老太太找到经
理沟通，经理解释道，店员的做法合情合理，看不到身份证不能卖酒，这是规定。

“现在很多不安全的食品，还有日本大地震后的辐射。我就觉得宝宝生出来，
要面对艰苦的生活环境，他们会很辛苦。”

艺人舒淇日前在京出席由自己发起的“地球天使”环保活动，陪一众孩子们在玩耍中
体验环保。被问及个人情感以及生活，舒淇直言自己目前并不想生小孩。她称，“我有那样
的能力，宁愿去宣传环保，去改变‘别人的下一代’的生活环境”。

烂泥路上设卡收费
广西防城港市洗猪河收费站所处的

道路是条烂泥路， 至今仍未竣工， 却从
2010年起就一直在收费。在建路为何也要
收费？对此，该收费站的工作人员表示，收
取的是防城港市的“进城费”。收费站主管
部门解释称，这是防城港市将城区内的收
费公路整改到城区外面的结果，属于路桥
项目收费，不是公路收费。收费单位负责
人还称，通过改制收费，方便了群众，优化
了通行的环境。

都市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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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于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