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以为…

“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国民
很可悲， 可以骂自己的
娘，但却不可以骂美国。”

11日上午，来长沙出席北
大湖南校友会成立15周年庆
典的北京大学前校长周其凤
院士，谈及2012年在长沙一中
发表演讲时批评美国教育失
败所引起的争议时如此表示。

牛皮席： 其他的我不说，
就这事我挺你。

灵晰： 总有那么一些人，
嘴巴上骂着美国，私底下却把
老婆孩子送到美国去。

无泪的人： 什么逻辑？讨
论美国教育失败怎么跟国民
可不可悲扯一起去了？

视点华
声

创新社会治理， 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需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首先，转变治理理念。在今后
的社会治理实践中，要进一步转变
治理理念，更加强调各方参与、共治
互动，突出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强
调综合治理，打好强化道德约束、规
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
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的“组合拳”；

突出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积极推
进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建设，
全面推行网格化管理。

其次，加强社会治理地方性
立法。法律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也
是社会治理的保障。要使社会治
理在法律框架内有序进行，首先
就要让社会治理有法可依、有章
可循。要在深入调研、认真总结的
基础上，出台社会治理地方性法
规立法规划，对现行社会治理法

规规章进行修订、完善与整合。
再次， 深化平安湖南建设。社

会治理搞得好不好，首先应该看群
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要聚
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重点围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政
治稳定、加强社会矛盾的预防和化
解、 提升社会治安防控水平等方
面，全面推进平安湖南建设，实现
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和人民群众安
全感满意度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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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谈心录·之十五

转换思维：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激发活力促和谐
———我省在优化社会治理方面将采取哪些措施

“住了10多年，终
于用上天然气了，感谢
网格干部为我们做了
一件大好事，大实事”。
前段时间，长沙市岳麓
区望月湖街道溁湾镇
社区114户通上了天然
气的家庭，不由得发出
如此赞叹。其实，这只
是岳麓区推行“三服
务”（服务基层组织、服
务项目企业、服务人民
群众） 一线工作法以
来，“零距离”服务基层
和群众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我省从湖
南省情民情出发，坚持
以人为本、 服务为先，
注重统筹协调，在创新
社会治理方面成绩显
著、亮点纷呈。当前，我
国正处于社会发展关
键期和全面深化改革
攻坚期，利益格局的深
刻变动引发了相对集
中的社会矛盾与问题，
迫切需要我们创新社
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
治理水平。那么，今后
将如何创新社会治理，
增强社会活力呢？

“有困难，找组织”。这里的“组
织”，除了政府组织之外，还有社会
组织。社会组织充满活力，作用发
挥好，社会治理将会更有成效。

第一，完善管理制度。要围绕
改革创新登记管理体制、 加大培

育扶持力度、完善内部治理机制
和健全监督管理体系等环节，建
立健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
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第二，实行政社分开。正确
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 加快推
进政府与社会组织在机构、职
能、经费、人员等方面分开，制

定实施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
脱钩办法， 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
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

第三，突出重点领域。以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
的个性化、多样化社会服务需求为出
发点，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
商会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

加快改革：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安全是最大的民生， 也是老
百姓最大的期盼。创新社会治理，
建设平安湖南， 要进一步完善公
共安全体系， 筑牢和谐稳定的篱
笆、搭建平安幸福的“防护网”。

一是健全食品药品监管体系。
食品药品安全， 关系到每一个人，
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安全。要进一步
健全食品药品监管体系， 完善省、
市、县三级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
全监管机构，建立食品质量安全追

溯系统，完善最严格的覆盖全过
程的监管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
牢牢守住“舌尖上的安全”。

二是完善安全生产预防控
制体系。 完善安全生产预防控
制体系， 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
制，确保“生产中的安全”，各级
党委政府和企业责无旁贷。要
建立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
共管的责任体系， 强化属地管
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建
立隐患排查治理与安全预防控
制体系， 持之以恒抓好安全生

产，预防和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
三是创新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对

待社会治安，要未雨绸缪，预防为主，
创新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要加强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依法严惩各类违法犯
罪活动，推进网络化服务管理，深化
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工作，创
新流动人口和重点人群服务管理，完
善社会治安防控运行机制，切实提高
防控的科技化、智能化水平，推进治
安防范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化，构建
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供稿：省委宣传部 执笔：何绍辉）

健全体系：确保公共安全

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所谓优化社会治理，即是要在
充分认识到问题与任务的艰巨性
的同时，抓住机遇，趋利避害，在国
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治理也
必须向现代化转型。

首先是思想的现代化转型。现
代化的社会治理，不是传统的治理
社会。社会治理的主体根本上来说
是广大人民群众，要充分发挥人民
群众的主体意识和参与社会治理
的能动性、 积极性———与此相对
应，民众是政府的服务对象，政府
为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渠道和
保障———这是“以人为本、服务为
先”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必须要以法治为基础。无论是政府
服务，还是民众参与，社会治理都
离不开法治基础。社会治理要以法
治为依据，法治为社会治理提供法
律保障。不讲法治的社会治理则如
无水之源。

此外，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要在健全体系的基础上创新管理
模式， 将社会能管好的交给社会。
只有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才能将
其管理柔性充分施展，进入政府刚
性管理所不能、不及之处，促进社
会更加和谐。 ■本报评论员

《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在万
众瞩目下，播到了第四集《家常》。
与第一季的众口交赞不同， 第二
季得到的板砖远远多于赞许，美
食太少，槽点太多。

第一集中藏族少年， 徒手爬
上40米高的大树为家人取蜜，本
来是惊险与感动并存的亮点。但
播出后，却被明眼人指出，采蜜镜
头与BBC《人类星球》采蜜桥段如
出一辙，主创回应“致敬经典”。观
众更是发现， 第三集有镜头照搬
BBC《生命》素材，调侃“这样的致
敬太标准”。 导演胡博则回应，五
个镜头都有BBC授权。 即便有授

权、即便是“致敬”，那这样的标注
为何事先不做在片尾的字幕中，
非等到被网友拆穿了西洋镜，才
想起来解释？

更有专业人士分析———藏族
孩子一开始爬的是一棵树干挺直
高大的针叶树， 但是上面不太可
能有蜜蜂能做窝的树洞； 栎树倒
是有可能有树洞， 但是高度一般
不会超过10米。 视频里8分45秒
处说“40米高没有任何保护”的时
候， 这孩子离地不会超过2米。从
40米到2米，落差不仅仅来自于树
木的高度， 更在于人们替藏族小
伙的担心， 对他涉身犯险为家人

谋划美食的感动， 原来都建立在
一个谎言之上。其实，无论多高的
树，只要全心全意为家人辛苦，都
能体现出动人的情怀， 没必要非
得造出一个和人家一样的故事。

如果说， 前三集中出现的涉
嫌造假，还是技术问题、拍摄技巧
问题。那第四集《家常》里被曝光
的利益交换，则纯属人品问题了。
有网友扒出提琴女孩沈子钰就是
导演邓洁夫妻俩所开公司的旗下
艺人， 所以片中才会有姑娘拉琴
的镜头比菜还要多……而母子俩
的贫困故事也是编造出来的。对
此舌尖官方微博则回应称主人公

与导演无利益关系。
从纪录片的定义来看， 它应该

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 以真人
真事为表现对象， 并对其进行艺术
的加工与展现的， 以展现真实为本
质， 并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的电影
或电视艺术形式。可见，真诚才是纪
录片至高无上的内核。如果说，舌尖
1里的真诚来得自然、不功利，水到
渠成的成就了一部佳作的话， 那舌
尖2就像一位已经功成名就的演员，
重新走上舞台， 想到的不是如何再
给观众带来感动， 而是如何能让身
上的光环更闪亮。

■刘晶瑶

“舌尖2”频遭质疑缘于真诚缺失

非常语录…

花季少女彭晚露因突患盆腹
腔肿瘤（俗称“大肚子”病），经手
术后取出了一个重达7.8斤的肿
瘤。为省钱，这名坚强的少女手术
后仅在医院呆了三天就主动回家
休养。 但术后费用还将高达20余
万元，尚有待社会捐助。（见本报5
月13日A09版）

彭晚露患病后，不仅得到亲邻
及时的帮助，更有不少素不相识的
社会人士慷慨解囊———对此，彭晚
露无不心存感激，表示病好后将百
倍努力百倍回报好心人。

但与民间涌动着的温暖与爱
意相较， 来自于有关部门的消息
则颇显得有些无奈。 据娄底市卫

生局相关人士介绍， 由于“新农
合”有别于职工医疗保险，“像彭
晚露患的盆腹腔肿瘤， 目前不属
于大病救治的病种。”———这一个
“有别于”， 意味着只因为一个身
份差别， 这名花季少女除了自我
救济之外，就只能寻求社会救助，
而从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内很难
得到本应有的帮助。

很难想象， 一种需要花费20
余万元的病， 为什么就不是“大
病”了？或者该追问，不是“大病”，
怎么就要花费20多万元！ 但这样
基于民间常识性的发问， 遇到专
业性解释或者已经成文的政策文
件，必定会碰到一个冷硬的回答，

这也就是彭晚露遭遇的冰冷现
实———政策与文件就是如此规
定，如果开了例外，则是“违例”，
有损政策的刚性、 连续性与政府
文件执行的权威性……

这些解释也不无道理， 但也
由此将花季少女彭晚露一个人的
冷遇符号化为一个阶层的共同命
运呈现在公众面前： 因为她是名
打工女，因为她是农民，所以她在
遭遇个人无法承受的医疗费用
时， 就无法像城镇职工一样从医
保体系内获取帮助———这种城乡
身份差异造成的困境， 本质上就
是医保体制的不公平。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 中国经

济与社会都在不断进步与发展，其
中，农民奉献多、索取少———他们不
仅进城务工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充足
的劳动力， 更因为劳动力价格低廉
为中国产品赢得了“劳动力成本”上
的比较优势，形成“人口红利”；甚至
他们最终还为工业与城镇的发展，
“奉献”出了自己的土地。因此，即便
不提所谓的天然权利， 农民理应享
有与城里人一样的社会保障———分
享改革与发展红利， 无论是从时间
上还是空间上，都该轮到了农民。

也因此，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提出，要“以增强公平性、适应
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
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这不仅是深化改革的要求， 也是
对农村农民正当权利的确认。 而在湖
南省构建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
体系的设想中，消除城乡差异，也是一
项摆上日程的迫切任务。

由此观之， 彭晚露们的困境有
望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获得制度性
纾解， 而更广泛的社会保障公平问
题不仅存在于城乡居民间、 也在城
镇各种职业身份间存在，进而言之，
关注彭晚露的遭遇也是关心每个人
自身的权益。 而作为具体的个别案
例，帮助彭晚露，需要政府、社会与
个人， 各自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
责尽力，救人于急难。

■本报评论员 赵强

救助“大肚”少女本不当因身份而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