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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00万亿元、经济增长
6.1%保持在合理区间、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
美元大关、万元 GDP 能耗持续下降……中国
2019年“经济答卷”17日出炉，数据升降之间折
射出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
势。这是现实反映，也是未来走向；既有牢固基
础，也有条件支撑。

按照世界银行的说法，2018年人均GDP在1
万美元以上的国家人口规模近15亿。也就是说，
随着中国的加入，全球在这个行列的国家人口规
模将接近翻番。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无疑是
了不起的成就，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巨大贡献。

而接近100万亿元的经济总量和6.1%的同
比增速，放在全球来看，也是了不起的。根据测
算，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与2018年世界排名
第三至第六位的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当年
GDP之和大体相当。6.1%的增速，在世界主要
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在1万亿美元以上的经济

体中位居第一。
“大数”上升的同时，部分细分领域的“小数”

下降同样值得关注。比如，2019年我国万元GDP
能耗比上年下降2.6%，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比上
年下降0.2个百分点，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
城市平均浓度比上年下降2.4%，微观杠杆率持续
稳步下降……这些数据升降的轨迹，共同勾勒
出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轨迹。

毋庸置疑，我国经济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没有改变。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
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现状也不容忽视。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站在
新的起点，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持续用力，确保经济
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奋力绘就
更加光明的中国经济前景。

新华社记者刘红霞

这其实是一种期待。首先，必须明确，全面
禁售禁燃烟花爆竹，必须支持。虽然，这个也是
循序渐进。前些年，都还只是大城市核心区全
面禁燃，但也并未完全禁售。

通常是先在城里设置一些指定销售点，指
定专营，总量可控，其次是燃放区，必须离主城足
够远。基本要外城远郊，才是理论上的可燃点。

当然，这个划区分层，本来就是一个信号。
包围圈是越收越紧，治污令会越来越严，直至彻
底锁死。只是，经过几年预警过渡，等主城慢慢
全面禁售禁燃，民众接受度上也没有太大障碍。

宣判死缓，到死刑立即执行，有缓这几年，
执行效果或许就很不一样。就如清明节的文明
祭奠进化一样，鲜花、网络、绿色环保，深入人
心，不是非得烧纸才能寄托哀思。

过年也一样，不一定烟花鞭炮，硝烟弥漫，
乌烟瘴气，噪音扰民又不安全，才算热闹。年俗
民俗，与时俱进，思想观念，适时更新，这是必然
的。毕竟，大城市动辄百万千万混居。居民区，
筒子楼，超高层建筑，一个看似很小的小区，千
户万户起步，不再是形容词，而是实打实。

你哪怕在空旷广场燃放烟花爆竹，都可能
崩到高层住户，消防压力可想而知。新年头几
天，多地多城多处火灾，就烧出一大堆消防安全
死角。平时严防死守，都可能有遗漏。你若在
城空人少，专门集中点火放炮，简直不是祈福，

而是变相作死。
大过年的，消防员比快递员还紧俏。年节

若有火灾警情，必定会比平时为害更巨。所以
大城区禁燃，如今应该没有太大观念阻力。不
过十几线城镇，则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这个城乡时差，是客观存在的。毕竟城市
化才加速，不少新城边缘以前或连城乡结合部
都不算，就是乡村。禁燃自然也需和大城推广
落实一样，不能突袭。必须一步步来，否则就是
朝令夕改的折腾。

河南孟州回应“最严禁炮令”后鞭炮囤积问
题：正原价回收（1 月 17 日央广网《中国之
声》）。其实，这不是首次。前年，也是河南，临
近春节，刚成立仅4天的河南环境污染防治攻
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就闹了个乌龙。先全省禁
燃，然后压力太大，两天后就紧急通知“收回并
停止实施”。

眼下孟州虽然没撤，但因先期预计不足，导
致鞭炮经销商囤货问题。不解决则又会出现

“中道崩殂”的尴尬。现在或是财政赎买，指令
孟州市供销总社原价回收。

三年了，还是老问题。如何减少折腾，自然
是平常环保执法就应从严。不能平时不管，年
底突击。甚至连禁令都是年关突袭，自然导致

“打脸回收”。少点运动式“最严”，多点常规式
“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才是正途。

近日，浙江杭州某高中一份物理试卷走
红。试卷共有41题，段子却有50多个，这张

“不走寻常路”的试卷冲上了微博热搜，也引发
了网友的热议。老师您这是出卷还是卖萌啊？
出题老师孙老师说，“想用俏皮的方式，让孩子
们记住知识点。”（澎湃新闻）

试卷共有41题，段子却有50多个。“想用
俏皮的方式，让孩子们记住知识点。”这番解释，
想必出题老师自己都不信吧。事实上我们看
到，这张卷子所谓里所谓的“段子”，绝大部分都
是与上下文无关、与知识点无关的，可以说是植
入相当生硬、效果相当尴尬了。学生们正经答
题时间尚且不够用，哪有心思看命题人在试卷
里抖机灵耍宝。笑是笑不出来的，段子出现在
了错误的场合，只会招人烦。

我们知道，物理学科作为一门现代科学，是
以理性主义、逻辑语言作为支撑的。就算是高
中的物理命题，也应该始终坚持这一基本原
则。物理试卷充斥的段子，终究只是格格不
入。要知道，命题的创新，绝不是遣词造句、话
语风格的耍花样，而是以创新的题型考察学生
的科学思维以及对学科知识的灵活掌握。此
前，一些地方在数理化试卷命题中不必要地代
入、嫁接了现实“热点”，也同样是很没必要、很
没意义的。

41题50多个段子，那自以为是的幽默，于
考场中的学生们来说，就是打扰。老师们还是
应该对学科传统和学生习惯表现出足够的尊
重，而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为了搞笑而搞
笑”。

吴花燕善款风波

彻查真相
才能维系慈善公信

□秦川

日前，贵州女大学生
吴花燕因病离世，牵动公
众心绪。这个曾身处困境
的女孩生前为大家同情，
得到众人帮助，离世后大
家又纷纷表达哀思。与吴
花燕相关的，9958 儿童紧
急救助中心的慈善募捐也
引发热议，一连串问号不
断叩问人心。

按照公开资料显示，
9958平台曾以吴花燕之名
募款逾百万元，而只转款2
万。对此，中华少年儿童慈
善救助基金会在回应中表
示：“吴花燕病情有反复，尚
未达到手术条件，因此余下
善款未能拨付至医院。”而
院方表示，并没有收到这2
万元。9958 平台提出，未
及时转交善款是因为家人
和当地政府干涉，也被当地
否认。

因牵涉慈善公信力，
事件广受关注。但各方表
态并不一致，事件仍扑朔
迷离，尚不能轻易下结论，
真相有待彻查。目前，民
政部已就此事发声并约谈
儿慈会。这是抵达真相的
第一步，也是通过具体事
件重塑慈善公信力的必要
环节。无论如何，吴花燕
命运多舛，必须报以深深
的善意，谁都不应“消费”
悲情。真正能告慰逝者和
那些曾慷慨捐款好心人的，
就是真相。

与此同时，还有很多
事应该做好。对每个或大
或小的慈善项目，让善款
使用合规合法、合乎公众
要求，还有很多程序和细
节需要完善：以受助者的
名字发起募捐应该告知受
助者，更要尊重其意愿；善
款的募捐情况应清清楚
楚，资金流向必须明明白
白；剩余善款的使用更要
妥当，且符合法律规定。

慈善的生命在于公信
力。如果不对善款负责，不
对受助者负责，不对社会正
义负责，最终损害的是慈善
的公信力，消解的是全社会
的善意。慈善机构需敬畏
法律，更应该习惯于全过程
接受公众的监督。

阳 光 是 最 好 的 防 腐
剂。让阳光照进慈善的全
流程，让善款用在该用的地
方，花在求助者身上，才能
确保慈善“得道多助”。这，
也是全社会的期待。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治理风险背后的
腐败问题

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
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坚决查处各种风险背
后的腐败问题，深化金融领
域反腐败工作，加大国有企
业反腐力度，加强国家资
源、国有资产管理，查处地
方债务风险中隐藏的腐败
问题。对照现实，这番话很
有针对性。

“金融行业天天跟钱打
交道，而且接触的老板都是
动不动几个亿、几十个亿、上
百亿的，给你点钱对他来说
小菜一碟。”在近日播出的电
视专题片《国家监察》中，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
民如是说。据调查，赖小民
收受的各类财物中，光现金
就达两亿多元。如此疯狂的
贪腐行为，令人震惊。国家
开发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
长胡怀邦，证监会原主席刘
士余等被查处的消息，无不
引发关注。这些国有金融行
业的腐败案件说明，腐败问
题是导致金融风险的重要因
素之一，对相关领域党员干
部的监督管理亟需加强。

近年来，金融领域反腐
败斗争加快推进。2019年1
至10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
共立案审查调查金融系统违
纪违法案件5500余件。治理
风险背后的腐败问题，既要
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又要加
强源头治理，把治“已病”和
治“未病”有机结合起来。

从反腐实践来看，保证
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是关
键。一些地方和单位的“一
把手”花钱“一支笔”、用人

“一句话”、决策“一言堂”，种
种任性妄为，不仅给经营管
理、事业发展带来很大风险，
也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紧
盯“关键少数”、关键岗位，围
绕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形成
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
力的权力运行机制，才能使
领导干部公正用权、依法用
权、廉洁用权，更有效地从源
头上防控风险。

在2019年派驻机构改
革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向
15家中管金融企业直接派驻
纪检监察组，并赋予相应监
察权，对监察机构之间商请
协助的办理程序等作出细化
规定。这些举措不仅有利于
做实做细日常监督，也加强
了各部门联合办案的力度，
释放出强大的治理效能。织
密监督网络，不断化解盲区、
形成合力，各种风险背后的
腐败问题就难以遁形。

观 点 1+1辛 识 平

新 华 时 评

“经济答卷”彰显
中国发展信心底气和光明前景

封 面 评 论

“最严禁炮令”，何时能绝迹？
□李晓亮

41题50多个段子 “尬创新”只会招人烦
□蒋璟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