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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冀平促重視群體事件新動向
環保問題成最大誘因 各地應加強法律實施

陳冀平說，各地由矛盾糾紛引
發的群體性事件呈下降趨

勢。而近期群體性事件多是緣起於
環保問題，地方項目詳情發佈遲緩
或空白。他說，在當前的信息化時

代下，網絡、手機助推信息加速傳播，民
眾從網絡等信息源得知一些項目可能破壞
環境、影響健康，頓生出不滿情緒。

三點落實法治

陳冀平表示，這就要求地方政府做好風
險評估，對群眾公開透明，盡早向社會公
佈項目的來龍去脈及可能帶來的利弊影
響。同時，地方政府要將生態文明建設放
在發展的優先位置，與經濟社會等建設相
協調。

在中央政法委工作20年的陳冀平，現在
中國法學會工作。在引述習近平「憲法的
生命和權威在於實施」的有關表述後，陳
冀平表示，落實層面主要有三方面：一是
就現行的法律法規，要根據形勢要求進行

立法補充及完善，以減少各地矛盾的發
生；二是在法律實施上要狠下功夫，進一
步強化嚴格執法；三是地方政府應大力加
強基層的法律諮詢和法律服務，令廣大民
眾加強對法律法規的熟悉與了解，運用法
律方式維護自身權利、解決問題。

限制權力濫用

在陳冀平看來，法治的根本是限制權力
的濫用。他說，「依法治國不是拿法律去
治老百姓，而是指中共要按法律來執政，
政府須按法律來行政，強調運用法治思維
和法治方式。薄熙來此前作為政治局委
員，更應按法律行事，他的問題，便是屬
於他私慾膨脹，權力濫用，為所欲為。」

此外，關於越來越多公安局長不兼任政
法委書記的現象，陳冀平表示，政法工作
戰線的作用重要，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須
要通過政法委員會，政法委書記盡量不兼
任公檢法等政法部門的領導職務，對協調
機制更加順暢運行是好事。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兩會報道組 葉臻

瑜）京津冀是全球
大氣污染最嚴重的
地方，7日河北省
團開放日上，全國
人大代表、河北省
省長張慶偉（見圖）

遭到記者關於「霧
霾天氣」的輪番提問。他表示，河北是鋼
鐵大省擁有2億多噸的鋼鐵產能，巨大的
工業燃煤需求量，使大氣環境的治理挑戰
重重，並透露下一步河北將削減6,000多
萬噸產能，以加大節能減排力度。

河北減排治霾
大削鋼鐵產能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兩會報道組 馬琳）

此前，外界對於成
立「大文化部」的
呼聲很高，並出現
了兩個版本：一個
是新聞出版總署與
廣電總局合併，另
一個則是新聞出版
總署、廣電總局與文化部合併。對此，
全國人大代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
柳斌傑（見圖）昨天表示，目前時機尚
不成熟，進行機構整合有賴於更高的市
場化程度、更加法治化的管理等條件，
預計五年內很難實現。

成立「大文化部」
時機尚不成熟

退休後長期深居簡出的前

全國人大委員長喬石年事已

高，久未在公開場合露面。

陳冀平向本報透露，「今年

89歲的喬老身體很好」。據

悉，喬石擔任中央政法委書

記期間，陳冀平曾在他身邊

工作。去年《喬石談民主與

法制》出版時，陳冀平總結

了喬石所主張的社會治安綜

合治理四個特點：一是堅持

以人為本，強調預防為主；

二是堅持群眾路線，重視抓

基層，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

態；三是堅持法制原則，實

現依法治理；四是抓好法制

教育，要從娃娃抓起。

■兩會報道組 何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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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訊 （兩會

報 道 組 何

凡） 全國政

協委員、中

國法學會黨

組書記、常

務副會長陳

冀平（見圖）

在全國兩會期間向香港文匯報指出，近

年來內地群體性事件數量在減少，但事

件參加人數較多、發生後的影響較大。

他表示，環保問題已超過土地徵收，成

為引發群體性事件的最大誘因。此外，

他坦言，很多法律還在睡覺。

■

學者促政府主動向社會放權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報道組 葛沖）

「進入微博時代，以行政管控為主的社會管
理方式不僅難以實現社會穩定和諧，還容
易導致更多社會矛盾。」全國政協委員遲
福林7日在大會發言指出，這就需要政府主
動向社會放權，以更好地發揮社會力量在
管理社會事務中的作用。

在題為《以政府改革帶動全面改革的突
破》的發言中，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
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認為，中共十八大
後，以改革紅利釋放發展潛力的氛圍和趨
勢正在形成。能不能抓住當前政府換屆的
改革時間窗口，以政府改革為切入點實現

全面改革的突破，全社會有很大期待。
遲福林建議，首先要以改變「增長主義」

政府傾向為重點，理順政府與市場關係。他
指出，近年，政府職能轉變取得一定成效，
但仍不到位，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的特
徵比較突出。「因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所產
生的消極腐敗問題，是政府公信力下降的主
要原因。」

建立權威監督系統
此外，政府要以向社會放權為重點，深

化社會體制改革。遲福林強調，面對社會
利益主體與利益訴求多元化的趨勢，政府

要在公共服務領域向社會公益組織放權，
加快官辦社會組織、傳統事業機構的「去
行政化」改革。

一再強調政府職能轉變，為什麼仍不到
位？遲福林認為，「關鍵在於受權力結構不
合理的掣肘。」他建議把優化權力結構作為
行政體制的重點。建立以大部門制為重點的
行政決策系統；建立法定化、專業化的行政
執行系統；建立權威性的行政監督系統。

遲福林強調，盡快建立一個高層次的改
革協調機構，加強對全面改革的組織和協
調，其現實性、重要性、迫切性不亞於上
個世紀80年代。

■社會公益組織在救災等方面發揮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圖為2010年志願者向舟

曲搬運救災物資。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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