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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小贩陆荣华家因连生
两个脑瘫女儿，生活困难，长沙
县城管局一年前曾为他们特批
了一个夜市摊位。 一年过去，这
个家庭一切都在好转，可11月16
日早晨不幸再次降临，进货途中
车辆发生自燃事故，丈夫陷入深
度昏迷，有可能瘫痪。为了照顾
好孩子、丈夫和生病的婆婆，陆
荣华在自家的水果摊位上挂出
了“无人售货”的标志，期待能
有一点微薄收入维持这个不幸
的家。得知此事，不仅周围的小
贩帮忙摆摊送货， 就连城管也
特意前来维护秩序，保驾护航。
（详见本报今日A04版）

一个无人水果摊，背后有着
一个家庭的不幸：烧伤的丈夫、生
病的婆婆、脑瘫的孩子……重担

压在身兼妻子、 媳妇与母亲多重
职责的一人肩上。分身乏术，再也
抽不出一个人去照看水果摊，而
水果摊又是一家生计所系， 不出
摊则生路渐断，“无人售货” 的标
志实际上写着的是“万般无奈”。
但从这万般无奈里， 还可以看出
一名普通家庭主妇的坚韧、 承担
和对命运的不屈服，让人感动、同
情，而且敬佩。仅此，这个家庭就
足以有资格获得帮助。

而人间的温暖， 也往往会在
别人遭遇不幸时散发出来。当几乎
所有能想象的不幸扑向小贩的家
庭时，邻里、其他小贩以及城管，都
及时予以了援手、帮助。可以想象
到的是，平素里，他们之间，也不可
能没有一点邻里隔阂、同行龃龉以
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间的争执。但

个体遭遇变故，群体中的其他人
摒弃前嫌，施以援手，是人类社
会的基本道义，也是维护社会基
本秩序的基础伦理。正如那首著
名的诗句所形容：没有人是一座
孤岛，可以自全。因之，“无人水
果摊”的故事发展，再次验证了
社会的基本人情温度———并非
那么冷， 而是有着可以相互激
发、彼此增温的热度。

实际上，无人水果摊的“无
人售货”标志，本身就是一封无
言的求助信，公告一个家庭需要
帮助。与这个家庭个体的不幸相
比，这封“求助信”很快被周围的
人解读出来， 是社会整体的幸
运。 甚至不吝有些拔高了说，这
个温暖的故事，巩固或重启了社
会信任。这个家庭获得了多少具

体帮助，对这个家庭是重要的，但对
社会而言，更重要的是，一个家庭的
苦难能不能置之于命运共同体的认
知中得到关注。 这像是一个测试：
“无人售货”的标志挂出，很快有人问
询、探究和帮助，则这个社会是温暖
的；反之，这个社会的冷漠则到了必
须关注的时候。

这个故事的特殊之处，还在于，
城管与小贩，在既往的报章中，差不
多已然给人留下猫与鼠的对立印
象，而这个个案，则告诉人们：其实，
还可以有不同的故事。 无论是城管
还是小贩，都是社会的组成，是命运
共同体的一部分———非但没有不可
调和的矛盾， 还有可能某一天要共
同面对命运的发难———而逾过难
关，需要理解之同情、相互之帮助。

■本报评论员 赵强

著名作家二月河接受中纪
委网站访谈，系统地谈论了自己
的反腐主张：在新的社会治理形
势下， 应该建立有效的弹劾制
度。 各个时代都有弹劾制度。通
过弹劾制度， 官员互相监督，互
相揭发腐败行为。（11月19日
《南方都市报》）

中国古时候的“弹劾”，用现
在的词语解释，很大程度就是侦
查、举报。然而目前我国的行政
监管与司法体制中，并不缺少这
些概念。因此在我看来，二月河
的“弹劾”主张，没有太多新意。

当然，我们关注二月河的反

腐建议， 重点不应在概念描述
上。 他说的是建立一种制度，鼓
励官员间互相监督、 互相揭发。
这个说法，与我们一贯主张的组
织内部高度团结， 似乎有一些
“对立”。而实际上，太过“团结”，
一团和气的组织体系，确实不利
于相互监督。若出现一种“官官
相弹”的制度，大家相互牵制，腐
败应该会受到一定的遏制。

然而，这种弹劾制度设想的
局限性在于，它仍没有突破同体
监督的窠臼。李永忠等制度反腐
专家一再主张引入异体监督，是
因为他们看到了同体监督不能

突破固有的利益藩篱。而以朴素
的逻辑而言，监督的动力乃由利
益而发，互不监督，多因存在共
同利益；积极监督，多出于保护
自身利益的需要。“官官相弹”也
一样， 需要利益牵制这个前提。
然而，总的来说，体制内成员的
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只有出现分
赃不均或其他个人利益冲突时，
才会出现同僚相互举报的情况。

最大的瓶颈，还是权力过于
集中的体制问题，包括监督权力
在内的各种权力高度集中于一
些人，甚至几个人、一个人手中。
这种情况下，官员举报官员是否

有效，仍取决于“绝对权力”的脸
色：若不为动容，再多的举报也
是枉然。

现代政治与监督理论所以
更注重社会监督、 横向制约，原
理其实比较简单，那就是利益动
机使然。权力腐败的最大受害者
是公众，那么，出于公共利益的
社会公众监督，一是具有天然的
动力，二是公众性制约无论在无
私性还是有效性上，都会超越同
体监督。那么，“弹劾”机制的操
刀主体不应是“官官相弹”，而应
当让社会监督力量充当主角。

■马涤明

“官官相弹”未必是个好办法

【核心观点】“无人售货”标志，是一封无言的求助信，验证人间冷暖。

加快推进由“大”到“强”的转变
———在农村改革上的思与行

深化农村改革是抓好
“三农”工作、加快建成全面
小康社会的关键。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以来，省委省政
府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农村
改革的部署，结合我省农业
大省的实际，针对当前面临
的突出问题和深层次矛盾，
突出抓好创新农业经营体
系、 创新农村土地管理制
度、 创新农业支持保护机
制、创新城乡统筹发展机制
等四个方面改革，着力在发
展现代农业、培育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统筹城乡发展上
下功夫。 通过一系列改革，
我省农业农村发展活力进
一步释放，农业质量效益进
一步提升，农村环境面貌进
一步改善，由农业大省迈向
农业强省的步伐更加稳健。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超级大乐透 第 14136 期

开奖号码：04�18�20�34�35�+�07�11

排列 3、排列 5��第 14315 期

下期奖池金额：1154305279.81元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排列 5开奖号码：1�5�3�4�2

奖级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奖级
直选

排列 3开奖号码：1�5�3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注） 每注奖金（元）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

9
6
77
27
911
448
31766
10196
580446
185440
5691797
6501123

6580696
3948417
116563
69937
3580
2148
200
100
10
5
5

3370
0

9285

1040
346
173

3504800
0

1606305

36 100000 3600000

推进传统农业转型

我省是农业大省，近年来省
委省政府在推进农业转型上做了
大量工作， 但农业大而不强的状
况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为了把
农业进一步做强， 走出一条符合
湖南实际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子，
我省把农业现代化作为“四化两
型”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
“四化同步”的发展思路，将“绿色
生态”作为农业发展的“生命线”
和农村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着力
创新农业发展方式， 推动传统农
业向现代农业嬗变。

———打造两型农业的“引
擎”。 我省大力推进农业生态文
明建设，着力实现传统农业向两
型农业转变：一是在转型上下功
夫， 推动传统农业升级。2014年
上半年着力扶持了千亿茶叶、千
亿水果、千亿油茶、2千亿蔬菜等
产业升级。 二是在拓展上下功
夫，培育新型农业业态。着力发
展观光农业、都市农业、休闲农
业。三是在加工上下功夫，放大
农业效益。

———强化科技创新的“支
撑”。 科技创新是现代农业发展
的内在动力。我省着力强化了三
个方面的创新：一是加强自主创
新。围绕水稻、油菜、玉米、水果、

蔬菜、生猪、淡水鱼类等重点农
业产业，鼓励科技攻关，培育了
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
品种。二是推进协同创新。推进
产学研、农科教相结合，建立部
门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和
学科之间的协同创新机制，促进
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三是推
动成果应用创新。实施“百片千
园万名”科技兴农工程。

———树立农业标准化的“标
杆”。 农业标准化是农业现代化
的重要标志。为了推动农业标准
化， 我省着力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健全标准化体系。二是建设
标准化基地。三是创建标准化品
牌。支持创建“三品一标”（即无
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
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 品牌，
扩大“三品一标”生产规模。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推进
传统农业转型、加快农业现代化
的主要力量。为解决我省农业生
产分散、 经营粗放等突出问题，
我省在深化农村改革中大胆探
索， 着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家
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
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推进家庭经营与集体经营、合作

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打造
三湘农业的“升级版”。

———制定扶持政策，为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撑腰”。针对我省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小、实力
弱、抗风险能力低等问题，我省
大力实施“百企千社万户”现代
农业发展工程，制定一系列相关
扶持政策。

———推动土地流转，为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搭台”。我省在农
村土地流转改革上进行了三个
方面的探索：一是引导土地向新
型经营主体集中。二是完善土地
流转服务体系。三是推进土地流
转规范有序。

———加强职业培训，为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补脑”。 发展现代
农业，实现传统农业转型，必须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解决好“谁
来种地”、“怎样种好地”的问题。
我省着力抓了三个方面工作：一
是确定培训目标。 明确到2017
年，全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0万
人，到2020年全省新型职业农民
达到30万人。 二是建立培训体
系。三是改革培训方法。

统筹城乡发展

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改变
城乡二元结构、 促进城乡协调发

展的必然要求。为此，我省坚持把
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推
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抓手，
优化财政投入结构， 优化城乡公
共资源均衡配置， 着力推动建立
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体系。

———加快基础设施向农村
延伸。一是加强农村供水设施建
设，确保农村饮用水安全。二是
加强农村公路建设，确保出行便
利。 三是加强农村电力网络建
设，力争不拉阀停电。四是加强
农村沼气建设，促进农居干净卫
生。

———加强公共服务向农村
覆盖。一是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
平。 二是促进城乡教育公平发
展。三是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

———加大财政资金向农村
投入。一是建立投入稳定增长的
机制。 二是推进涉农资金整合。
三是完善农业补贴办法。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两型不两型，重点在农村”。在新
一轮改革的征程上， 我们只要把
握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 深入推
进农业农村改革， 就一定能走出
一条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农业发
展路子， 湖南农业就一定能实现
由“大”到“强”的转变。

■省委宣传部理论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