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2 今日时评 2017.4.6 星期四 编辑 张骞 校对 程照华 E-mail：wbzq@pdsxww.com

言近意远 似少实多

□凤凰

这个清明小长假，以往一向平静的
白洋淀变成了沸腾的海洋。中央设立
雄安新区的决策，甫经发表，雄县、容
城、安新三县顿时成为话题中心，吸引
了公众热切的关注。据说，这两天往来
于京雄、津雄、保雄大道，乃至来自更遥
远的南方的投资客（投机客），熙熙攘
攘，不绝于道，搞得地方政府颇有点小
紧张。

其实大可不必紧张。一项被称为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新政落地了，
且与首都无论是地理还是心理均如此
切近，社会不追捧、不热切、不兴奋，反
倒不正常了。即便是有投机客眼巴巴
地跑过去想炒房，也算不了什么，追逐
优质稀缺资源，从来都是资本的天性。
面对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国家层面大
规划，有那么一点燥热、激动，无可厚
非。

雄安之新，首先新在是一个全新的
规划定位。根据权威表述，设立雄安新

区是一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决策
部署，可以帮助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并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
构。这就意味着，雄安新区不仅仅是此
前有专家解读的建设一个北京之外的

“国家行政文化新城”，而是一个融合产
业发展的综合性新区。

疏解也好，发展也罢，不会有前后、
主次的区分，而是一体规划、综合推
进。如果仅仅是为了缓解北京的“首
堵”，不会在距离北京百公里的地方搞
一个行政城区，那样的话，依然是一种

“摊大饼”的思路，不过是饼摊得更大一
些。何况，从国际的经验看，单纯外迁
部分行政职能，非但不可能缓解首都压
力，也会衍生更多的麻烦。

也因此，雄安新区的规划定位应该
具有某种自足性。至少，要避免与北京
形成“钟摆式”的朝夕迁徙。事实上，相
关权威文本已有清晰表述，即，要用最
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流的水准进行城
市设计，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
慧城市，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提供优质

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构建快捷高效绿
色交通体系，打造城市建设的典范。

这样，吸引北京“非首都功能”外迁
的魅力，与容纳国内外优秀人才进入的
优势，其实是一致的。这是一个独立、
自足、有着放飞理想、放飞想象力的绝
大空间。而这一点，显然与当年的深
圳以及后来的浦东，从精神气质上讲是
一脉相承的。

其次，就内部运行机制与环境而
言，也应该是一个全新的框架。比如，
这里更强调新的机制体制，可以推进比
北京更激进的制度创新，可以尝试更超
前的改革措施，可以让公民个体有更大
程度上的发展，等等。此前，习近平在
座谈会上明确要求，要推进体制机制改
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
力。

在以往利益严重固化的城市，改革
推动无疑是缓慢的，还经常招致反复，
而在雄安新区这张“白纸”上，显然更容
易破除利益的藩篱，进而，产生区域内

的同频共振，不仅能够拉动落后的河北
迅速发展，也会大大刺激京津的活力。

这其中，特别需要摒弃的，依然是
那种行政化思维。不要把国家战略决
策与行政化扯到一起，也不要把国内其
他城市高投资、大项目拉动的城市开发
模式原样复制过来。一个新城，完全可
以采用全新的运行机制。也因此，雄安
新区注定要吸纳和集聚创新的各种要
素资源，发展高端功能和高端产业，培
育新动能，成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

而无论如何创新，人才都是第一位
的决定性因素。这或许才是雄安新区
真正的机会所在。只有给人才以机会，
城市才会有机会，一个朝气蓬勃的、开
放的新区，必然会给每一个怀抱理想的
人以合适的位置，提供极大的成长性。
在一个阶层日益固化、屌丝难以逆袭的
时代，雄安新区或许会成为一代人的一
扇窗。

当下，在一个风雷激荡的大时代，
在一片“炒雄安”的连天喧嚣中，我们不
妨来谈谈理想。

愿雄安新区成为春天里的改革故事

□韩梁

美国龙虾在中国“火”了。
头天清晨，美国缅因州小红莓岛上

的渔民布下捕虾笼，捞起挥舞利爪的龙
虾。次日晚间，在中国东北的家庭餐桌
上，肥美的蒜蓉龙虾香气四溢，让人食
指大动。

小小的龙虾，将远隔千山万水的中
美两国联系在一起，演绎着 21 世纪的

“拍案惊奇”——一百六十多年前就已
存在的缅因州捕虾业几度辉煌，几度沉
寂，在产业转型的浪潮中趋于衰落，在
供过于求的竞争中几近崩盘，却因得到
中国食客的青睐而全盘复活。

这是美国《华盛顿邮报》讲述的“龙
虾传奇”，也是“中国吃货救活美国产
业”的网络戏谑，更是中美经贸合作互
利共赢的鲜活范例。透过“龙虾传奇”，
让我们感受到中美经贸关系共生共存、

互利共赢的本质。
1972 年，中美关系恢复之初，双边

贸易额只有 1288 万美元。1979 年，中
国人对美国商品最直观的认识还是冒
着气泡的可口可乐。仅仅数十年间，中
美双边贸易额已经增长 200 多倍。中
国已经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三
大出口市场，美国则是中国第二大贸易
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

庞大的消费群体，多元的消费需
求，正让中国成为美国重要的产品市
场。龙虾产业则是中美经贸领域的后
起“新秀”。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美
国出口中国的龙虾总值超过1亿美元，
总量超过 635万公斤，双双创新高。在
全球贸易持续低迷的现状下，中美贸易
逆势上扬、龙虾产业表现抢眼，恰恰证
明两国经贸合作的活力和潜力。

龙虾产业的供需高度匹配，折射中
美经济结构的优势互补。今天，从玩具

到服装，从箱包到手机，高品质的“中国
制造”降低美国的物价水平，为美国家
庭节省不少开支。从缅因的捕虾人到
得克萨斯的棉农，从佛罗里达的建筑商
到西雅图波音制造厂的工人，从中国成
千上万的企业到数以亿计的消费者，中
美双方都在分享经贸合作的红利。

舌尖上的美国龙虾，见证中美经贸
合作的深入，更是中美社会文化交流碰
撞、发生奇妙“化学反应”的催化剂。正
如可口可乐曾经引领20世纪80年代中
国城市消费风尚一样，走俏中国餐桌的
美国龙虾，映照出中国民众消费观念和
消费实力的变化。

曾经，中国人对龙虾的认知停留在
澳洲龙虾和“高大上”的海鲜大餐上。
2012 年，缅因州贸易代表首次在中国

“驻点”推销，物美价廉的美国龙虾迅速
“俘获”中国百姓的胃和心。自此，喜庆
春节的中国家宴上多了一道“硬菜”，花

样百出的烹饪技法也把“洋海鲜”做出
了中国味儿。2015年，缅因龙虾骄傲地
摆上了接待中国领导人的白宫国宴。

因为龙虾，越来越多中国人知道
了缅因州，前往这处毗邻加拿大的“度
假乐园”旅行，享受松林、海风、帆船、
美食。这是中美经贸合作的又一维
度：以旅游业为代表的服务贸易正成
为两国经贸合作的新增长点，带动零
售、餐饮、酒店、休闲娱乐等众多产业
的发展。

回望中美经贸关系数十年历程，也
曾历经风雨坎坷，始终相向而行。如
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经贸合作互利
互惠、合作共赢的本质不变，对未来的
积极期许不变。从省州合作到产能合
作，从新能源到新材料，期待中美创造
更多“龙虾传奇”，造福两国民众和世界
经济。

（据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

舌尖上的龙虾折射出中美经贸“大文章”

政府的公共微博、微信公众号，
都是政府发言人的表达渠道，是严肃
的，认真的，负责的。忽视乃至嘲弄、
顶撞公众意见，也就是所谓的互怼，
绝不妥当。将公众作为调侃对象，这
是对公众不尊重。有道理就讲道理，
怼不仅不能引导民意，反而会挑动公
众情绪。即使有不同见解，也要通过
有理有节的表达来应对。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
赵启正近日接受采访时，就济南公安
发布的微博“驴怼大巴”向媒体表示。

发生了那么多次老虎咬人事
件，却仍旧咬不醒这些不守规则的
人，这或许是规则面临的最大困境。

——据媒体报道，在西安秦岭
野生动物园附近围墙外，有村民搭
梯收费，帮助游客进入园区。游客
王先生花了60元翻墙入园，不料下
去就听到狮子吼叫的声音。《新京
报》刊登评论：翻墙入动物园者难道
忘了老虎会咬人？

衡水中学不是一个好的典型。
衡水中学只能说是现行高考选拔体
制下萌生的一枝奇葩，也是以追求
高分为目的的应试教育最极致的缩
影。在多元取材、个性发展越来越
成为教育通识的今天，张扬“中国名
校加工厂”，实在是一出悲剧。

——近日，衡水第一中学平湖
学校正式揭牌，这标志着有“超级中
学”之称的衡水中学走出河北省，正
式进驻浙江，《杭州日报》在报道中
引用北京大学康健教授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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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新华社记者
在北方某省份采访，一
名厅级干部向记者抱怨
时间都用在开会、汇报、
写材料和讲话上了，缺
少时间学习研究和基层
调研。这反映了部分干
部的真实状态，近年来，
少数领导干部泡在会
上，埋在材料里，守在机
关，时间放在“巧言”上，
下基层、到群众中的时
间少了、短了。群众批
评这种干部，“有口才无
真才”“只听楼梯响，不
见人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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