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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2021_2022__E7_94_B3_E8

_AE_BA_E7_83_AD_E7_c26_22308.htm 构建“和谐社会”的伟

大目标，中央早已提出。但直到这次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

中央提出了“十一五”规划建议，才算全面破题。而且公报

中特别强调，要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正确处理新形

势下人民内部矛盾，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这无疑给各级党政干部出了一道测试执

政能力高低的大考题。 这个考题难在哪里？难在“新形势下

”群众又细化为不同群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可能各不相同。不仅以往计划经济下，群众利益冲突不

明显的状况将成为历史，而且目前一些地方只强调“发展”

、不注重“科学”的局面，也将彻底改变。 发展仍然是“硬

道理”，但不顾资源破坏、环境恶化、分配不公等有损群众

利益的“硬发展”，也不再那么“有道理”了。怎样做到“

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让“科学

发展”也成为“硬道理”，尤其是在发展中如何协调社会各

阶层之间利益上的冲突，成为考验各级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

干部的“必答题”。 在实践中，考核干部政绩的标尺，也将

很快向“和谐”的角度转变。这次“十一五”规划的目标，

既提出要在201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

又破天荒地强调“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

末降低20％左右”，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政绩也要讲“成

本”，要强化社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指标

，这对习惯于片面地拿GDP和财政收入来说事儿的官员们，



不啻是一记当头棒喝，使他们不能不尽早清醒。 个体和局部

利益不同，不是坏事，这是社会充满活力的体现；也不能指

望不同利益的冲突被一劳永逸地解决，这将是市场经济的常

态。关键是为政者如何在这“动态的稳定”中寻求社会和谐

，进而让“和谐”这一考题成为执政能力步上新台阶的契机

。 中央领导最近强调，和谐社会，首先是民主法治的社会。

这可以说是破解“和谐”考题的“答题要点”。 要协调不同

利益，首先就要不怕麻烦，更充分地发扬民主，建立利益协

调机制，和尽可能多的相关群体沟通，满足群众的合理要求

，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十一五”规划的编制

，从中央到地方，调研、征求意见的范围和规模都是空前的

。有人说，体现民意，集中民智，亲近民生，是规划的显著

特征，也是它的创新。这是如何在执政中体现“和谐”的一

个范例。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协调不同利益的任务最艰巨，

但许多习惯于用权力“压服”、“威服”群众的干部，这方

面的能力却最薄弱，亟需补上学会发扬民主这一课。 要协调

不同利益，最有效的途径是依法行政。当然前提是要规范政

府职能，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

中介组织的职能分开，党委和政府部门不能既当“运动员”

，又当“裁判员”，从而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上，促进社会

公平，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如此，干部也能在明确的职

责范围内，不管不该管的事，管好该管的事，更好地服务社

会、服务群众。 和谐社会的要旨，在于“和而不同”，这是

为政者要力求达到的更高境界。在音乐中，齐唱的难度小，

合唱的难度大，因为不同声部发的不是一个音，但协调好了

，声音却更为优美、动听，关键看指挥的水平如何。提高指



挥的水平靠什么？靠掌握音乐的内在规律，了解歌者的嗓音

条件，调动团队集体的情绪。如果不看对象、不识乐谱，一

味在上面瞎比划，最后难免会落个“不及格”，灰溜溜地下

台。 因此，面对“和谐”大考，面对中央“把经济社会发展

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的要求，广大党政干

部要思想上先完成“转轨”，该补课的补课，该学习的学习

，重点是要把掌握的“科学发展观”的理念运用到实际工作

中，在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

社会和谐的新的改革征程中，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