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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其洋

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看
望全国政协委员时，强调要支持和
引导民营经济“消除顾虑，放下包
袱，大胆发展”。李强总理在出席
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说，
发展民营经济，我们是旗帜鲜明、
坚定不移的。

民营经济，是创造就业、改善
民生、创新发展、贡献税收的重要
力量，具有“56789”的特征，即
贡献了 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
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
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
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说民营
经济是中国经济的最大特色和最大
优势，民企兴则国安民顺，民企衰
则地动山摇，一点也不为过。

近年来，受疫情冲击和内外
部环境变化的影响，民营经济发
展遭遇诸多难点痛点。突出表现
是，民营企业家心理负担重、发
展信心弱，投资缺劲头、创新少
动力。恢复经济，让民营企业家
消 除 顾 虑 、 放 下 包 袱 ， 增 强 信
心、敢拼敢闯，既是当务之急，
更是长期任务。

近年来，舆论场上时不时出现
一些论调，像“国进民退”“民营
经济退场论”等；网络上，“清算
民营企业家”的喊打喊杀之声，更

是不绝于耳。舆论影响人心。这样
的论调一再出现，让民营企业家心
里打鼓。要说包袱，民营企业家思
想上的“顾虑”恐怕最沉重，也最
难放下。3 月 7 日，外交部部长秦
刚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
中外记者提问时说，“所谓‘战狼
外交’就是一个话语陷阱，制造这
个话语陷阱的人，要么不懂中国和
中国外交，要么无视事实，别有用
心”。同样的，用“污名化”言论
打压和攻击民营经济，也是一种话
语陷阱。对于这种挖陷阱坑人的言
论，政府部门不能充耳不闻、放任
自流，要第一时间作出回应，毫不
含糊地亮明态度，不让它持续发
酵，混淆是非，扰乱人心，让民营
企业家惴惴不安。

这几年，多次出现这样的情
况：一些说法或政策出来后，会被
舆论解读为排挤、打压民营经济。
有关部门不得不出来“解释”“辟
谣”，吁请大家“正确理解中央方
针政策”。这样的“解释”“辟谣”
多了，不是没用，但容易引发更大
猜疑。再就是，有的地方或部门出
台的政策，本身没啥毛病，但几项
政策接连出台，不能协调配合、相
互支撑，就像有专家所说的，会造
成“合成谬误”，加重民营企业家
的担心和疑虑。这不是说不应该引
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而是说，出

台政策时要做好调研，尊重民意，
把握好时度效，解释清楚政策的
功能、目的、规范，尽早消除可
能引起的误解误读，提高政策的
精准性，不给某些“曲解误读”
留市场。

近几年，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
业家的信心喊话，可谓一次又一
次，不厌其烦，保护民营企业的文
件垒起来足有厚厚一沓，但一些民
营企业家依然“忧心忡忡”。一个
很大原因是，一些地方“口惠而实
不至”。比如，说是对民营企业

“一视同仁”甚至“高看一眼”，民
营企业办事时却不断遭遇“卷帘
门”“玻璃门”“旋转门”。像政府
招投标，民营企业往往被挡在“场
外”或被差别化对待。民营企业是
市场催生的产物，需要的其实不是

“特别优待”，而是“平等善待”。
政府部门信奉法治原则，谨守政府
和市场的边界，坚持“法无授权不
可为”，让企业“法无禁止就可
行”，用法律赋予和保护民营企业
权益，民营企业家的胆子自然会大
起来，步子也会轻起来、快起来。

天气忽冷忽热，人就容易感冒
生病。为了不感冒，最保险的做法
就是多穿衣服，裹得严严实实，能
不出门就不出门。舆论和政策环境
如果“忽冷忽热”，民营企业家就
容易对未来缺乏预期、失掉信心。

就像开元旅业集团创始人陈妙林接
受 《浙江日报》 记者采访时坦言，
企业最怕的是政策不稳定，“当前
有的政策不是想好了再干，而是干
了再想，有的政策不能持之以恒，
换一个领导换一套打法，政策多变
就容易打击企业信心，创新创业积
极性也会因此降低”。对民营经济
的定位和支持，不能热络时叫“小
甜甜”，冷落时就当“牛夫人”，而
要长期稳定、一以贯之，使之成为
一种常识和习惯，“从来不需要想
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宁波是民营经济重镇，人们多
靠民营经济大发展而致富或受益。
稳定的预期是经济发展的“硬通
货”。让民企“放下包袱，大胆发
展”，不是当下恢复经济的权宜之
计，而是必须认真对待的长期任
务。宁波对民营经济的重视和厚
爱，是有文化传统和民意基础的，
各级政府和主流舆论要旗帜鲜明、
态度坚决地为民营经济保驾护航、
呐喊鼓劲，让民营企业家对未来满
怀信心，心无旁骛创新创造，踏踏
实实办好企业。

支持民企“放下包袱，大胆发展”是长期任务
赵 畅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回答中外记
者提问时表示：我长期在地方工作，
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坐在办公室碰到
的都是问题，深入基层看到的全是办
法。高手在民间。我们要推动各级干
部多到一线去，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向人民群众学习，真正帮助基层解决
实际问题（3月14日《人民日报》）。

李强总理在回答记者关于“新
一届政府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有哪
些考虑”时，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放在了第一条，并强调“最近党中央
已提出明确要求，国务院要带头认
真抓好落实”，可见他对调查研究工
作的高度重视。

李强总理之所以将“大兴调查
研究之风”放在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的第一条，显然是由调查研究工作本
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决定的。“没
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尤其对政府
工作而言，千头万绪，且每一件都与
人民群众的利益休戚相关。如果政府
部门的领导和干部不注重调查研究，
光是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想当然、
作决策，不仅可能损害群众的利益，
而且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实践中，有的领导和干部有意
无意地忽视调查研究工作，原因大
致有三：一者觉得时代不同了，当下
信息畅通、交通方便、设施先进，坐
在办公室照样可以“眼观六路、耳听
八方”，用不着调研；二者自以为无
论信息的储备量还是学习的领悟力
以及判断的逻辑性，要超过普通群
众，自己并无必要把时间和精力花

在调研上；三者个别领导认为下属
组织、身边工作人员早就替自己“把
了关”，觉得调研工作可弱化。

但是，信息化再发展、设施再先
进，有时也跟不上事物发展变化的速
度，更何况由个别事件本身的复杂性
所决定，不调研就不可能了解“庐山真
面目”，也难以提出破解的高招；高手
在民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领导和
干部素质再高、能力再强，有时也难免
因孤陋寡闻而出现判断失误；下属组
织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把关，有时或许
更多是从本地本部门和单位的既得利
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因此，领导干部必
须带头并带领干部走出办公室，深入
群众、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这样，作判
断才会有发言权，作决策才会有主动
权，解决问题也才能有把握。

其实，只要翻开中国共产党党
史，我们就能发现，重视和加强调查
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不
仅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项娴
熟的基本功，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迎接
挑战、战胜困难的重要传家宝。毛泽
东同志在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中
早就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而他的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更是在全
党上下形成了重视调研、自觉调研、善
于调研的好风气、好习惯、好传统。

时至今日，虽然形势在变化、时
代在发展，但我们重视和加强调研
工作的态度绝不能变。当今世界正
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
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
刻复杂变化。对各级政府来说，要保
持经济社会持续稳健发展，必须深
入研判、深入调查、科学决策。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段续 丁静

“紧盯老百姓身边的安全”“有
力维护群众‘头顶上’‘脚底下’
和出行中的安全”——群众身边的
安全问题，被写入今年的“两高”
报告中。从高空抛物到窨井伤人，

从食品安全到交通安全，司法机关
直面社会关切，有效增进百姓福
祉，提升群众生活安全感。

一段时间以来，高空抛物、窨
井伤人等行为容易陷入调查取证
难、责任理不清、处罚缺依据的困
境，容易让人民群众受伤又受气。

对百姓“头顶上”“脚底下”
安全的重视，是司法为民的应有之
义。群众哪里需要保护，司法步伐
就跟到哪里，法治保障就送到哪
里。过去五年，随着类似事件多

发，着眼于守护群众身边的安全，
一系列司法实践迅速实施。针对高
空抛物和盗窃破坏窨井盖，司法机
关发布司法建议，升格至可以定罪
处罚。高空抛物罪已经成为一个独
立罪名，多人因此受到刑事处罚。

从群众身边做起，从生活细处
着眼，一系列举措，用好法律武
器，为群众生活安全打造了一把把

“安全锁”。守护群众身边安全不失
声不缺位，聚焦痛点堵点勇于实践
敢担当，办理一件件典型案例，直

面一个个实际问题，解决一起起社
会矛盾，公平正义可感可触，彰显
着司法为民的初心。

“头顶上”“脚底下”“舌尖
上”“出行中”的安全与群众日常
生活、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法治的
触角必须向着不断增加群众安全感
延伸。司法机关还需紧紧抓住涉及
百姓切身安全的新情况新问题，深
入一线与相关职能部门、社区基层
组织联动合作、齐抓共管，于细微
之处多上几道“安全锁”，于民生
关切处织密扎牢“保障网”。加大
对典型案件的查办力度、曝光强
度，震慑违法行为，就能更好保护
守法群众，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幸
福生活。

为群众身边的风险加上“安全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