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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上午，海口市三江镇发生一起群体性
事件。事件发生后，海口市委市政府、美兰区委区
政府迅速介入处置，要求项目立即停止施工，在群
众没有达成共识之前不得开工。目前事态已基本
得到控制。据了解，导致村民聚集的原因是省市重
点项目康乐花园在此地落户，群众担心将造成环
境污染，影响生活。（11月19日《海南日报》）

重点民生项目引发群体性事件，之前已在各
地发生了多次：今年4月，广东化州市丽岗镇及
附近部分群众反对在该镇建设殡仪馆，引发周边

群众围观；5月，杭州市余杭区拟建日处理垃圾
3000吨的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九峰环境
能源项目，在其第一次选址后，每天有数百名群
众为九峰环境能源项目问题集聚，并与警方发生
激烈冲突。如果再加上之前的宁波、茂名、昆明
等地举行的PX项目抗议，在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过
程中，随着公众权利意识的提升和对“环境污
染”的敏感，“邻避效应”会导致社会机制失
灵，公众对政府失去信任，拒绝与抵制便成为自
我保护最有效的选择。

公众的担忧并非没有现实依据，更是出于对
暗箱化决策所产生的不信任，尤其在当前“先污染
后治理”的发展模式下，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民生
工程也往往成了“伤心工程”。由于环保措施没有
落实到位，很多人生活的家园受到了严重的污染，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了挑战。从饮水到大气
再到土壤，这种污染呈现出全面恶化之态。

必须承认的是，由于一直以来的公共决策，
都是采取“权力主导型”，而缺乏更多的“权利
尊重”，也就少了相对的“程序正义”，从而导
致了权力行为的走偏。在“道德强加”和“权力
自为”的路径惯性下，权力型决策导致公众的知
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没有得到满足，公众更没
有机会参与公共决策并约束权力行为。公共决策
可能带来的风险，让整个社会承担，再加上个案
的放大效应，就导致了信任危机，并增加了公共
决策和社会治理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方
面必须转变公共决策的思路，让公众的权利得到
尊重和保护。

事实上，一些公共决策危机的最后处理，依

然是通过互动交流与沟通，由封闭式决策实现开
放化，政府与民众之间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才得
到了妥善的解决和落实。比如，杭州市九峰环境
能源项目不仅重新引进了更有实力的企业，还组
织项目选址地当地群众对广州李坑和江苏南京、
苏州、常州、江阴等地相关环境能源项目进行参
观考察，项目审批全过程严格执行公开、透明的
要求，广泛接受社会监督，项目的标准超过欧盟
2000标准，达到目前世界最一流标准。正是这样
的“程序正义”和“道德正当”，才使得项目获
得了新的推进和实施。

规避公共决策风险当先消解权利焦虑，通过
程序正义来赢得公众信任，以此减少公共决策风
险和化解公共治理危机，最终走出信任困局，才能
促进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共治。

一组北京凤凰岭书院开学典礼上学员跪拜老
师的照片，引发众多网友争论。凤凰岭书院教务长
韩国栋表示，网友的质疑是对跪拜的曲解和误读，
跪拜的目的在于“尊师重教”，也是对中国传统文
化中师徒关系的诠释和传承。（11月19日《新京报》）

师生行跪拜礼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礼
仪，其通过庄重的跪拜礼明确师承关系，体现师生
之间的尊卑地位。跪拜礼在传统文化里具有一定
意义，儒家学说对此特别强调和提倡，但在进入现
代文明社会后，跪拜礼不再提倡，甚至视为封建糟
粕，公众只在景区表演或古装戏里还能看到跪拜
礼。也因此，当“书院跪拜图片”曝光之后，立刻引
起很多网友的批评。确实，跪拜礼与现代文明倡导
的公平精神相悖。按照法律规定，每一位公民的人
格都是平等的，都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而跪拜礼
则严明师生尊卑地位，将学生人格放低，人为制造
不公平，是现代文明所不能接受的。

既然现代教师是领取工资的职业，就应认真
教授学生，依靠教育成绩证明自己，让社会和学生
认识到教师的价值，从而主动树立“尊师重教”的
观念。至于想依靠跪拜礼来达到“尊师重教”的目
的，显然是在缘木求鱼。如果老师的素质或执教能
力不行的话，学生又如何去信服，即便跪拜了，恐
怕也是口服心不服。可见“尊师重教”不是“跪”出
来的，还是拼能力吧。

11月16日，一张小伙在轨道上拦停火车的
照片引起网友广泛关注。昨天18时许，合肥铁路
公安处官方微博发布消息，对铁轨拍照的情况
进行了说明：11月18日晚，经芜湖火车站派出所
查证，两名铁轨拍照男子葛某与孙某均为安徽
工程大学机电学院学生，其中孙某系该校已退

学的学生。19日，记者从芜湖火车站派出所获
悉，拦停火车的两名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于18
日晚向警方投案自首。民警依法对嫌疑人孙某
处以行政拘留5日，另一名学生予以警告训诫处
罚。

(11月20日《安徽商报》)

近日，天津市滨海新区曾经被李克强总理
见证封存的那109枚公章，正式入藏中国国家博
物馆。之前的9月11日，李克强总理在天津考察
调研时，对滨海新区的行政审批改革表示赞许。
滨海新区成立了全国首个“行政审批局”，将分
散在18个不同单位的216项审批职责归并到一
个部门，从而由1枚公章取代了109枚公章。那作
废的109枚公章，在李克强总理见证下被永久封
存。当时，李克强总理在感叹这些公章“不知束
缚了多少人”之余，叮嘱“这些公章今天被贴上
了封条，就绝不能再打开，再也不能变相给老百
姓‘设门槛’”。（11月17日《新京报》）

从本质上讲，公章就是以前的大印，是权
力的象征。不同的是，古代封章是暂时封存，
放假了，不办公了，公章歇一歇。现在则是将
那些束缚活力的权力，永久推出历史舞台。这
些年，公章滥用严重桎梏市场活力，不只是滨
海新区独有。

今年2月地方两会期间，一则有关海南行
政审批“长征图”的报道便轰动一时。该图是
说一个投资项目从获得土地到办完手续，全程
最少需要30多项审批、272个审批日，要盖上
百个公章，这些公章可以盖满5页A3纸。这些
年审批“门槛”之多，一目了然。

过去一年多来，国务院已经先后取消和下

放7批共632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有人甚至用“风
暴”等字眼来形容这场改革的强度。但简政放权
作为政府的一场自我革命，以其“触及利益比触
动灵魂更难”的特性，注定不会轻而易举。

尤其是，权力下放这么多年，剩下的都是
“硬骨头”。而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经
进行好几轮、好多年了，一如机构精简，来来
回回，战果不知辉煌了几回，实质上却是周而
复始。因此，收藏公章客观上还会起到吸取教
训、时时警醒的作用。

封存公章容易，彻底封存权力就必须“晒
权”。今年国务院在网上公布了60个部门正在
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1235项，是中央政府首次
统一集中晒“权力清单”。今年9月，我省省
级行政审批目录也向社会公布，市县级的将于
年底前全部公布。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或许这些公章将
会像安徽凤阳小岗村那些村民的血手印一样，
人们看到它们，就会想起中国曾经进行过的这
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用专程赶到天津接收公
章的国家博物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黄振春的话
说，“这些公章是政府简政放权的生动见证，
也是中国当代改革开放史的重要文物。”

此时，将公章主动收藏，国家博物馆有先
见之明。

作 者/ 唐春成

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建造师资格证、注册结构
工程师证和注册监理师证等证书，除了可以作为
某些行业的“敲门砖”以外，还成了不少人获取“额
外收入”的渠道：将证书通过中介“挂靠”到有需求
的公司或单位，不用上班一年就能拿到几万元。

（11月19日央广）
之所以出现职业资格证书“挂靠”乱象，是因

为一些企业缺乏相关人才，企业只好“租证”，即企
业与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签订协议，其人和
人事关系不必转到企业，只须将资格证书“挂靠”
过来即可，由企业支付报酬。

职业资格证书“挂靠”盛行，在让许多专业人
员获得可观利益的同时，却带来了安全隐患。特别
是对于道路、桥梁、房产等施工企业来说，“证到人
不到”，其承包的工程质量不能不让人担忧。

治理职业资格证书“挂靠”乱象，需要强化监
管。这需要对企业和单位聘用的具有职业资格证
书的人员进行核查。但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监
管部门人员和精力有限，核查起来难度很大。最便
捷的办法是通过社保联网系统查询，因为凡是企
业人员均须参加社保并拥有个人账户，而“挂靠
族”不可能参加“挂靠”单位社保，这样就能使“挂
靠证书者”失去操作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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