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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安徽声音”需要众人“给力”
左崇年

为了让广大读者近距

离“触摸”全国两会，也为了

让“安徽声音”响彻人民大

会堂，市场星报从 22 日起

开设“征集‘安徽声音’”栏目，通过广泛的

征集，把广大市民的“心里话”，最为关注

的热点话题，以及幸福安徽崛起的建议，

捎给参加全国两会的在皖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让“安徽声音”在全国传递。（2月22

日《市场星报》）

这是媒体关注两会的实际行动。通过

网络平台广泛征求广大市民的意见和建

议，这是畅通民意渠道的好形式。让群众

关注公共事务，通过网络发出自己的声音，

参与社会的进程，其力量不可低估，其效应

不可谓不大。两会代表肩负着参政议政的

神圣使命，两会代表提案、议案质量的好

坏，关系到“安徽声音”能不能成为两会的

热点和焦点，“安徽声音”能否成为两会的

“强音”。

民声，在任何时候，都存在一个能否

有效表达和传递的问题。“坚持问政于民、

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就是倾听民声的最

好注解。“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

野”。征集“安徽声音”，需要每一个安徽

人广泛积极地参与和“给力”。广大市民

要敢于讲“心里话”，踊跃表达自己的看法

和建议。要把群众关心的热点，民生的焦

点和真实意愿反映出来。尽管这些意见

和建议不一定成熟，也许不够全面，甚至

有失偏颇，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声音”的畅

达。即使是有一些“杂音”也没关系。当

然，“安徽声音”要从安徽人最关心的话题

入手，要从幸福安徽崛起的大局出发，为

建设安徽的角度，多提一些建设性意见和

建议。

诚然，在认真倾听各种声音的同时，

也要积极引导市民合法、理性地表达自己

的观点和利益诉求，使之从各个层次、各

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地参政、议政。民声

是一种直言不讳的力量，这种力量在诸多

的表达方式中稀缺、弥足珍贵。吸纳民声

需要一种直面现实的胸怀，倾听社情民意

则需要有一种“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

心”的诚意。当各种声音在去芜取精的过

程中进行筛选，才能准确地表达思想、传

达民意、建言献策。诚如是，许多良谋嘉

计就会纷至沓来，“安徽声音”才会在全国

两会上得以有效畅达，会内会外，上下结

合，同心协力，这对于促进我省各项事业

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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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班长、10 名值日班长、4 名学

习委员、1 名文体委员和 16 名小组长

……”据报道，新学期开学，湖北黄陂前

川六小四(1)班的 63 名学生中就诞生了

32个班干部。

学校的做法到底有没有错？该班班

主任说，从上学期起，班里开始实行班干

部选举制，当时就有家长提出，希望能给

孩子一个锻炼的机会。该校校长朱全涛

也说这是一种新的教育尝试。

这么看，老师的出发点是好的，想

让孩子们多些锻炼机会，尝试一种新的

教育方式。问题在于，锻炼孩子们什

么？是培养他们学会沟通合作，学会服

务集体，还是培养他们“管人”的本领，

培养他们“高人一等”的意识？大多数

家长要求自己的孩子担任班干部，潜意

识还是出于一种“官本位”思想。这种

把是否为官，当成一种核心的社会价值

来衡量的观念，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

至今仍在社会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依赖于民主的

建设程度。在文明、民主的社会里，社会

管理职能的实施过程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过程。因而，对于班干部的教育应该是

让他们树立起“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

学会沟通、理解与奉献，如果老师做到这

点，把全班同学都培养成班干部又何

妨？如果将“班干部”当成一种管人的特

权，那么，培养出来的是官僚与官奴，这

于社会于民族是极其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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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数据显示，2010 年国企盈利

19870.6亿元，同比增长37.9%。根据规定，

部分央企须上缴利润5%~10%的红利，据统

计去年共上缴红利440亿元。专家表示国

企利润应纳入公共财政，让全民共享。（2

月22日《西安晚报》）

国企作为全民的企业，其利润流向何

处，民众非常关注。这一方面是因为国企

利润高，如去年达近2万亿元；另一方面则

是国企利润上缴国家的比例低。

两相对比，公众自然要追问，如此高比

例的利润留给企业自行支配是不是恰当。

然而，在笔者看来，准确掌控国企利润的最

终归宿，比着眼于上缴比例是高是低、是直

接还是间接返还民众等，要重要得多。

国企利润成为公众的话题，是近几年

的事情。原因是自 1994 年国家开始实施

分税制改革、暂停向国企收缴利润起，至

2007 年底《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

理办法》出台、国家恢复对国企红利的收缴

止，13 年间国家没有向企业收缴利润。可

正是在这13年间，一些问题逐渐凸显。

这几年，国企要向国家上缴利润了，然

而，5%~10%的红利上缴，是不是能够阻挡

某些国企“内部分肥”？可是，如果按照一

些专家学者的提法，将上缴比例提高到利

润的 40%~60%甚至全部，那又非常有可能

影响一些企业的发展壮大——国企是全民

的企业，我们违背市场规律不准其前进，显

然又是不合理的。

事实上，真正该做的，是从事实上厘清

国企管理者只是民众聘请的一个代理者的

身份，并在操作层面上对国企利润明确归

宿、防范滥用、严格管理，而不是去纠缠于

其他诸如提高上缴比例之类的细枝末节，

只有这样，国企利润才能最大限度地惠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