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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为基层减负

黄明朗

审批，是现代国家管理社会政
治、经济、文化等事务的一种重要
事前控制手段。问题来了，如果某
些审批事项不合理、不合法，对经
济社会发展造成阻碍怎么办？宁海
的回答是，创设“审批法庭”，对
某些审批事项进行审批，该制度运
行以来效果明显。

为任性审批亮红灯。“最多跑一
次”改革深入推进，需要政府自砍某
些不合时宜的权力，但有些部门秉
承惯性思维“不能砍”、借口上级规
定“不敢砍”、涉及自身利益“不想
砍”，缺乏主动精简和优化流程的创
新意识，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中梗
阻”。日前，高斯医疗科技公司打算
在原有生产项目基础上增加经营性
项目，被有关部门驳回，理由是相关
文件规定，在工业土地上不能登记
批发零售业务。“审批法庭”审理认
为，按一二三产确定住所登记条件
已不符合企业发展需求，裁决取消
该项规定，随后企业顺利拿到营业
执照。为促进制度环境法治化，到去
年底，“审批法庭”还对已有行政审
批前置条件全面清理，先后开庭 41
次，裁决 988 项行政权力和公共服
务事项，取消前置 427条、材料 2100

份，同时规定部门新增前置条件须
提供法律依据，凡“审批法庭”没有
通过的一律不得实施。

为百姓合理诉求开绿灯。“民之
所望，改革所向。”“审批法庭”把顺
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
民生作为依据，通过建立广泛、真
实、管用的制度体系，体现人民意
志、保障人民权益。一次，一位八
旬老人反映领取高龄津贴要跑多
次，希望政府改进服务。“审批法
庭”随即对相关事项进行审查并实
施流程优化，取消原有申请、登记
和审批程序，改为全流程由政府工
作人员主动上门和内部操作运行，
并统一委托乡镇 （街道） 按月发
放，实现了领取高龄津贴“零跑
腿”。“审批法庭”还通过“两代表
一委员”、微博论坛、政务热线电
话和办事现场群众意见等渠道主动
发现线索，把百姓不方便的环节作
为改革方向，把自己定位为办事企
业和群众的代言人，督促部门优化
服务，通过给群众“省事”，不断提
高其满意度和获得感。

为扯皮画上句号。“审批法庭”
并非真正的法庭，而是借鉴司法庭
审面对面充分辩论的模式，对某些
似是而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的问题进行充分辩论，使模糊变得

清晰，使真理越辩越明，最终达成一
致。长期以来，村民住宅用地审批遭
遇“互为前置”的规定，国土部门规
定“先到公安局分户”，而公安局要
求“先去国土局批地基”。“审批法
庭”第一次“庭审”就聚焦这个老大
难问题。“被告方”以“红头文件”为
依据，“庭审”人员则逐一反驳，经过
激辩，“审批法庭”当场裁决：村民达
到法定结婚年龄具备分户条件的，
即具有申请宅基地的主体资格。困
扰村民十多年的难题就此迎刃而
解。

为激活“双创”潜能提速。“审批
法庭”的作用并非简单“一砍了之”，
更在于倒逼政府部门从理念、制度
到作风的深层次变革，实现简政放
权，优化服务。该制度建立之初，曾
面对重重困难和阻力，不理解、不看
好者有之，消极应付者有之，求情对
抗者有之。对此，宁海县委、县政府
对“审批法庭”充分授权：一切按法
治原则和“审批法庭”工作规程办，
部门在规定时间内不自觉清除于法
无据的事项、不向“审批法庭”提供
法律依据、不执行“审批法庭”裁决
的，按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追责。

“审批法庭”则实行“串珠成链”工作
法：先通过“庭审”对行政权力和公
共服务事项全面审查，再按照法治

化、标准化、信息化要求做方案，交
由相关部门执行，并按照“事前收集
问题抓督办”“事中开庭裁决促清
理”“事后监管执行防反弹”一体化
全流程运作。一些政府部门发现，只
要被“审批法庭”盯上，若非有法可
依，该砍的肯定躲不掉，唯有“刀刃
向内”进行自我革命才更主动，行政
服务效率明显提高。以常态化企业
开办审批为例，去年实现 3 个工作
日办结，今年初再次提速，率先在全
市实现全流程“一件事”5小时内办
结。凭借这些改革成绩，去年在全省
测评中，该县“最多跑一次”实现率、
企业和群众满意率列综合成绩全省
第1名。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推
荐宁海“审批法庭”模式，不是说让
各地依样画葫芦，而是让更多人明
白，改革进入深水区，小打小闹、
修修补补难以实现大进步，只有勇
于向着陌生地带、高难领域发起攻
坚，才能激发无穷活力，开出绚丽
多姿的发展之花。

“审批法庭”让政务服务跑得更快

刘越祥

电影《流浪地球》有一段经典台
词：“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
不规范，亲人两行泪。”这句话火爆
一时，各行各业纷纷搭车造句。这一
爆款台词，原创者却是苏州张家港
一位名叫朱国芬的警嫂。

一名警嫂的朴实话语为何这么
火？一言以蔽之，群众的语言好听、
好懂、好记，并有着无穷的魅力。反
观当下，不少党员干部的会议讲话、
文稿，少了些泥土味，多了些官腔
样，很难听到鲜活的群众语言。有的
逐段引经据典，有声有势，却没个人
主见，群众不认同；有的处处对仗，

时时排比，高深莫测，群众不明白；
有的过于表态化，口号很响，举措泛
泛，群众不爱听；有的过于套路化，
所说所写，原则来原则去，毫无真情
实意，群众不欢迎。

这些刻意雕琢、哗众取宠的文
章，看上去“高大上”，念起来“有水
平”，实则脱离群众，其背后是官僚
主义、形式主义作祟。如果任由这种
不良文风蔓延，必然损害党的威信，
影响党的感召力、亲和力。

日前，中央发布《关于解决形式
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
鲜明倡导发扬“短实新”文风。笔者
认为，短，就是言简意赅、直奔主题、

直指要害，不兜圈子、不绕弯子；实，
就是一是一、二是二，实事求是，不
添水分；新，就是有新思路、新观点、
新鲜话，让人耳目一新，使人有所
悟、有所感。这种“短实新”的文风，
说到底，就是要说人民群众喜闻乐
见的语言，也就是群众的语言。

会说群众的语言，是我们党密
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也是党员
干部应有的基本功。在这方面，党的
领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毛泽东
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用“过街老
鼠，人人喊打”号召大家同党八股作
斗争；邓小平同志用“摸着石头过河”

“白猫黑猫论”等耳熟能详的语言，启

发群众大胆改革开放；习近平总书记
用“撸起袖子加油干”“幸福是奋斗出
来的”等通俗易懂的句子，激励大家
为伟大梦想而不懈奋斗。他们把深邃
的思想用浅显生动的群众语言展现
出来，让百姓愿意看、记得住、用得
上，虽简洁质朴，却历久弥新、充满力
量。

善于说群众的语言，就得到群
众中汲取语言的养分。应迈开双腿
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
去，在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中捕捉
语言的“活鱼”。应拜群众为师，甘当
小学生，注重使用群众的语言，多说
接地气的话，在与群众交流中倾听
他们的真心话、直白话、精彩话。应
善于思考，勤于总结，把群众创造出
来的精彩语言提炼出来，真正把群
众的语言说到群众的心坎上，写进
时代的画卷里。

要善于说群众的语言

郑建钢

近日，宁波市奉化白杜车铃厂
收到了来自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商标局的决定书。原来，此前百
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以连续 3年不使用为由，对其所注
册的“白杜BAIDU及图”商标提出
撤销申请。该厂提供了商标有效使
用的证据后，商标局作出驳回申请
人的撤销申请，对“白杜BAIDU及
图”注册作出商标不予撤销的决定

（4月24日《现代金报》）。
此“白杜”非彼“百度”，宁波“白

杜”与北京“百度”的商标之争，最后
以宁波“白杜”胜出而告终。当然，“百
度”如果不服，还可以依法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但估计胜算不会太大。

此案原告百度在线网络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是著名大公司，被
告奉化白杜车铃厂则是名不见经
传的乡村小企业。两家“体量”完全
不对等的企业通过商标局进行商
标异议裁定，看点颇多。

相比某些以保护知识产权之
名，行欺诈之实，甚至动不动提起
虚假诉讼的企业，北京“百度”的行
为符合法律规定。针对北京“百度”
提出的撤销“白杜BAIDU及图”申
请，白杜车铃厂负责人没有怨天尤
人，而是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在商
标事务所的协助下撰写了异议答
辩书和异议复审答辩书。

白杜车铃厂的答辩意见，主要
可以归结为两条。一是白杜乡白杜
村自古以来就是乡名村名，商标的

创意来源并非抄袭、模仿，没有主
观恶意，申请注册“白杜BAIDU及
图”是商业行为。二是白杜车铃厂
位于浙江奉化，成立于2000年5月
17 日，百度公司注册地在北京市
海淀区，成立于 2000年 1月 18日，
只早了几个月时间，百度及其商标不
可能具备较高知名度，也就不存在

“白杜”恶意抄袭模仿的可能性。
应该说，白杜车铃厂的答辩意见

条理清晰，事实清楚，于法有据，最终
得到商标局的支持完全在情理之中。

尽管不能以成王败寇来定义
宁波“白杜”和北京“百度”之争，但

“百度”的商标维权还是存在可商榷
之处。像“百度”这样的大公司，在没
有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就不分
青红皂白地提出他人注册商标撤销
申请，显得盲目而缺乏自信，也缺少
大公司应有的气度。“百度”完全可
以与“白杜”通过协商来交换意见、
解决纠纷。对于企业来说，一旦当
了“被告”，也不一定就是末日来
临。老话说得好：不做亏心事，不怕
鬼敲门。学一学白杜车铃厂从容应
对的勇气和经验，面对官司，谁输
谁赢，还不好说呢。

法国作家约瑟夫曾经说过：“凡
是能解开的结，就不要用刀割断。”
无论是大公司还是小企业，发生了
利益纠葛，最好是以理服人，通过平
等协商的方式达成一致，化干戈为
玉帛，得到双赢的结局，以期取得法
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融合。动不动
打官司，劳民伤财不说，结果还难以
预料，未必是上佳选择。

宁波“白杜”何以赢了北京“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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