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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川

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是解决
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
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
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

当今之世，无论怎么强调创新
都不为过。2020 年进入创新国家
之 列 ， 2030 年 迈 入 创 新 国 家 前
列，2050 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
国，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创
新，必须加快创新，必须全力以赴
创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
的，“坚持创新发展，就是要把创
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让创新贯穿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
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无创新，则一切是虚妄之谈。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较长时期的两
位数增长进入个位数增长阶段，要
突破自身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
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
也正基于种种时代语境，党的十八

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创
新居首，绝不偶然。

道理不用多讲，关键是怎么创
新，从哪里创新，以及如何推动创
新？

前不久，笔者参加由中央网信
办组织的“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
外青年学者交流活动，颇受触动。该
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活动参与者
除了参观遵义会议会址、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过的花茂村，以及闻名中
外的中国“天眼”，还到位于贵阳的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一探究竟。

一提起大数据，世人会很自然
想到浙江、想到广东深圳，谁会把
大数据与贵州联系起来？而事实
上，贵州在大数据领域确立了令人
瞩目的优势地位，正从工业时代的
旁观者、跟随者，成为大数据时代
的重要参与者和积极引领者。与之
相对应的是，从成为全国第一个国
家大数据综合实验区，到率先设立
国内首个大数据交易所；从举办第
一个以大数据为主题的博览会和

峰会，到成立首家大数据战略实
验室……贵州在大数据领域频频
发力，屡创第一，出手不凡，获
赞“一个最懂大数据的地方”，可
谓实至名归。早在两年多前，习近
平总书记到贵阳市大数据广场考
察，走进大数据应用展示中心，在
听到介绍后感慨：“我听懂了，贵
州发展大数据确实有道理。”

贵州之所以在大数据发展上取
得先机，靠的无非两个字：创新。
2016年 5月末，数博会暨中国大数
据产业峰会在贵阳召开，李克强总
理在开幕式演讲中将贵州发展大数
据产业称作“无中生有”。无中生
有，不就是创新吗？开启一个又一
个第一，不也是创新吗？

创新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制度
活力，靠的是发展魄力，靠的是坚
定行动力，有时也离不了时不我待
的压力、社会大环境的推动力。其
中，制度创新最关键。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说，我们要坚持以实践基础
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坚持
和完善现有制度，从实际出发，及时
制定一些新的制度，构建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
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贵州发
展大数据只是当今创新的一个侧

影，在其他地方也不难找到创新案
例，更不难总结出创新经验，以及
让世人感受到显著的创新成效。

比如宁波，多年来就一直走在
创新前列。去年 2 月底到 3 月初，
有三家智库接连公布创新榜单，广
东省社会科学院与南方日报共同发
布了 《中国城市创新指数》，宁波
以 430分的成绩位居第十位。四川
省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区域创新
指数报告 （2015）》，宁波排名第
四。《福布斯》 发布的“中国大陆
创新能力最强的 25 个城市”排行
榜，宁波市创新能力位居全国城市
第八、计划单列市第二。在这背
后，是宁波在创新之路上一路领
跑，奋力争先。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
已秋声。”创新等不得，也慢不
得，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
改革创新者胜。在这个堪称创新的
最好时代，变“要我创新”为“我
要创新”，多一些创新自觉，把创
新当成主动作为的行动方向，就能
取得更大的创新业绩。

创新发展，多一些“无中生有”

何 勇

日前，路虎中国“发现无止
境”活动 49 人分乘 16 辆车擅自穿
越罗布泊。6日晚，新疆罗布泊野
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通
报，已对路虎中国和参与活动的相
关人员分别下达行政处罚决定，并
按照上限予以处罚。路虎中国 6日
晚发出声明，表示接受调查结果和
处罚决定，并诚挚道歉 （12月7日
澎湃新闻）。

包括罗布泊在内的自然保护
区，往往是珍稀动物栖息地，生态
环境极其脆弱，经不起任何人为骚
扰和破坏，法律对他们的保护也极
为严格。

《自然保护区条例》 规定，禁
止任何人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
区。因科学研究需要，必须进入核

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
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
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
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其中，进入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应当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
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开展旅
游和生产经营活动。因教学科研目
的，需要进入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
从事非破坏性科学研究、教学实习
和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
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
计划，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
准。路虎中国无视法律法规和社会
责任，在未经审批的情况下，擅闯
罗布泊，被处罚完全是咎由自取。

近年来，不少汽车品牌经常以
“挑战极限”或者赞助参与综艺节
目的方式进行越野体验。在线路选

择上，往往倾向于人迹罕至、道路
崎岖的山区、沙漠，甚至是受法律
保护的自然保护区。汽车厂家热衷
于这种营销策略，直接原因无非就
是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车辆的
性能和品质，才能让消费者对汽车
质量有信心。

另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汽车
厂家组织车辆、人员擅闯包括罗布
泊在内的自然保护区的违法成本太
低，以至于对他们的违法营销行为
根本起不到任何的约束和遏制作
用。根据 《自然保护区条例》 规
定，未经批准进入自然保护区或者
在自然保护区内不服从管理机构管
理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责令
改正，并可以根据不同情节处以
1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
自然保护区造成破坏的，可以处以
3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这一次“路虎擅闯罗布泊”，
虽然被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给予顶格处罚，但也只
是区区 5000 元而已。5000 元的罚
款，对售价少则几十万元、多则几
百万元的豪车厂家来说，不过是九
牛一毛，根本拦不住其擅闯自然保
护区的车轮。

笔者以为，应当吸取这起“路
虎擅闯罗布泊”事件的教训，尽快
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类似事
件的违法成本。首先，提高罚款
标准，顶格不能只是区区 5000 元
罚款。其次，对于一群人闯入保
护区的，不能按照一场活动一次
性处罚，而应该按人头处罚，同
时处罚组织者。再者，造成破坏
的，除了罚款之外，还应承担修
复责任，情节严重的，则追究刑事
责任。

数千元罚款恐难挡擅闯罗布泊的车轮

马涤明

针对举报信遭泄露一事，湖北
黄冈武穴市纪委公众平台“清亲武
穴”12月5日再次发布通报称，将
对不按规定办理信访件的相关人员
追责，并已对泄露问题中负有主要
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的 5人立案调
查 （12月6日新华社电）。

举报信、举报人信息，转眼间
就会落到被举报人手中，然后是举
报人遭打击报复，这样的事，既叫
人气愤，很多时候也很无奈。气愤
的是，面对举报，一些被举报人往
往是比举报人的底气还足，有人还
公开叫板：“你们尽管去告，我不
怕、上面有人”“告到那儿，举报
信最终还不是回到我手里？”无奈

的是，对举报被泄密、举报人被出
卖的事，往往是没有说法。远的，
比如阜阳“白宫书记”张治安打击
报复举报人至其死于狱中一事，出
卖 举 报 人 的 干 部 至 今 没 有 “ 到
案”，实际上是不了了之了。近
的，就说江西于都县高中生刘文展
举报学校违规补课被泄密，而后遭
学校报复而被劝退一事，出卖他的
人也未浮出水面。似乎不少地方和
部门存在这样一种潜规则：监管方
面比较理解泄露举报人信息的问
题，而认为举报人属于不稳定因
素，让举报人付出代价就对了？否
则如何解释，出卖举报人的问题总
能不了了之，即便舆论发酵、官方
明确承诺追查，公众也很难等来结
果呢？

武穴市纪委对泄露举报人信息
的 5名干部立案调查这条新闻，无
疑显得十分抢眼：出卖举报人的
事，终于受到追究了！武穴市纪委
公众平台“清亲武穴”表示，信访
件泄露问题，在群众中造成的影
响十分恶劣，要严禁再次发生类
似问题。而这里所说的“影响十
分恶劣”，并非公文官话。群众举
报被泄露，意味着一种负面警示
效 应 ： 谁 再 敢 举 报 ， 这 就 是 榜
样。而于某些违法违纪者而言，
则意味着一种保护，他们可能因
此更加有恃无恐。结果可能是，
敢 于 站 出 来 监 督 的 人 会 越 来 越
少，而某些地方和单位的政治生
态会愈发不堪。

当然不能说，举报的问题全部

属实，但这也不是泄密的理由。举
报是否属实，应当按照制度规定，
由相关部门按照职责权限进行调查
核实，不管最终是何结论，都应按
规定向举报人反馈；举报本身有问
题的，也应通过合法合规的程序处
理；受理举报的部门或人员私下向
被举报人“反馈”是不可以的。像
于都县教育局那样，直接将举报信
交给作为被举报人的学校，更是不
可以的。

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是公
权力的责任和义务；而群众举报则
是社会监督与反腐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对于出卖举报人的问题，究
竟说“不”，还是以容忍、沉默的
态度处之，也是对反腐决心与诚意
的一种检验。

出卖举报人的人就该付出代价

侯雪静 许茹

近日，一篇题为 《她不死，
我也死不成……》 的文章刷爆朋
友圈。文中，四川资阳 80岁的蒋
贵英自强不息，在成都拾荒近 20
年，照顾残障女儿和高龄丈夫的
故事令人唏嘘。

新华社记者了解到，蒋贵英
老人居住地成都市金牛区和户籍
所在地资阳市雁江区的民政部门
已取得联系，商讨了具体帮扶措
施：针对患病女儿的生活起居问
题，积极与蒋贵英其他 5 个子女
协商，尽快改善老人的居住环
境；对蒋贵英的外孙开展就业帮
扶；将老人纳入居住地社区关爱
援助范围等。

蒋贵英的故事有了一个温暖
的结局，同时带给我们更多思
考。蒋贵英每月因为有子女的赡
养费，加上户籍地资阳民政部门
发放的低保和补贴，刚刚超过每
人每年约 3000元的贫困线，无法
被纳入贫困人口。但本身高龄加

上有残障子女需要抚养，挣扎在
贫困线边缘的蒋贵英随时可能跌
落到贫困线以下。

蒋贵英的遭遇是个案但不是
孤案，她是一批 在 城 镇 化 进 程
中，进城生活多年的老龄流动
人口的缩影——离开农村老家
多年，老家没有亲属、没有安
全的住房，有的甚至在老家成
了“失联”人口。如果回去没
有更进一步的政策保障，把他
们面临的种种“不敢死”的问
题兜底管起来，蒋贵英们只能
成 为 游 走 在 扶 贫 政 策 之 外 的

“夹心层”。
脱贫攻坚越是到后期情况越

为复杂，越需要下绣花的功夫。
对特殊群体的帮扶既要体现“精
度”又要体现“温度”。对蒋贵英
这样的潜在“准贫困人口”，需要
统筹考虑，拿出更有针对性、更
加个性化、更有温情的帮扶措
施，才能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让精准扶贫工作更加扎实稳固。

唯有以更加精准、扎实、细
致的工作推进脱贫攻坚，才能有
效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让“不敢死”的悲情变成
好好活的温情。

（新华社成都12月7日电）

让“不敢死”的
蒋贵英们好好活

点评：“吃出来”的物种灭绝，是一种耻辱。这也传递了一个
信息：在我们的饮食习惯、食补文化里，还存在诸多与现代文明理
念相悖的糟粕。除了完善法律法规，严厉打击滥捕滥吃野生物种的
行为，每个人也应从自己做起，主动摈弃那些落后愚昧的观念，做
一个有底线有原则的“吃货”。

@lion：希望子孙后代还能看到它们。
@芝麻挨门：不吃，就是最好的拯救。

据12月 7日《北京青年报》
报道：5 日，王老吉官微发布消
息称，据国家 863 计划研究结
果，喝王老吉可延长寿命 10%。
这一说法遭到网友质疑。记者调
查发现，王老吉等凉茶品牌的确
曾作为实验对象用于一项 863 计
划子课题。但课题项目方称，仅
做过相关大鼠实验，不能确定

“延寿”功效同样适用于人类。
专家表示，目前尚没有哪款功能
性食品、药品，敢宣称能延长人
类寿命10%。

凉茶变仙丹，
鼠界有应验。
焉能信口诌，
人喝能延年？

食品谈保健，
功效须客观。
宣传破底线，
谁来打它脸？

郑晓华 文
新华社 图

本期主持 朱晨凯

据 12 月 7 日光明网报
道：让看似冰冷的文物“活”
起来，向全国观众讲述其背后
承载的鲜活的人和事以及对历
史烟云的见证。最近开播的文
博探索节目 《国家宝藏》 火
了，开播第一期，便得到了网
友的超高评价。第一期节目
中，石鼓引出了故宫守护人的
故事。

点评：每一件国宝重器及其蕴含的精神财富，属于全体国民。
媒体也好，博物馆也好，都应努力创新表达方式，让文物以可亲可
近的面貌进入公众视野，让大家在欣赏中收获感动、快乐乃至自
信、自豪。

@克莱门多狐：应该向全世界播放，输出我们的文化。
@婆婆麻麻：人文类节目多多益善！

据 12 月 7 日 《中国青年
报》报道：因在 2016 年度通过
携程旅行网违规销售保险产品，
近日，携程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被
上海保监局罚款 40 万元。据调
查，目前市面上的在线旅行服
务平台中，仅订机票一项，在
结算环节，同程旅游网默认勾
选了航班意外险，去哪儿网则
同时默认勾选了航班意外险和
延误险。

点评：在利益诱惑下，40 万元的罚款肯定不足以震慑相关企
业。但旅游平台和企业也别太自信，还是早点把“豹子胆”收起来
为好，要认识到消费者不会一直无力，政府的监管和处罚也不会一
直“挠痒痒”。

@霞飞路88号：涉嫌侵犯消费者知情权。
@肯尼：光明正大卖保险不就好了，大大方方点。

据 12 月 7 日 《法制日
报》报道：从街头电线杆到网
络店铺，办证广告几乎随处可
见。在大家印象里，这类办证
广告对应的就是假证件。然而
记者调查发现，有些商家声称
可以提供“货真价实”的职业
资格证。

点评：这些网售“真证”之所以“真”，无外乎内外勾结制
证、官网篡改数据等原因。无论哪种原因所致，打击网售“真证”
绝非束手无策。加强网络安全制度建设，及时堵塞安全漏洞，加强
内部人员管理——只要用心去解决，“货真价实”的职业资格证定
然没有生存空间。

@98Kar：有需求就会有市场。
@风等等：只认“证”的观念先改改。

据 12 月 7 日澎湃新闻报
道：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官网近日
更新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其中黄
胸鹀 （俗称“禾花雀”） 的评级
从“濒危”升为“极危”。红色
名录写明了评级提升的理由：迹
象显示，该物种数量总体下降速
度超出此前想象，在中国，为食
用而对禾花雀进行的非法诱捕是
主要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