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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要摒弃“ 老大”思维
魏永刚

谈起区域经济发展，常常听说，这

里要做城市群的“一极”，那里要建成

区域“中心”；这里要作经济带的“龙

头”，那里要当协作区的“发动机”，等

等。众所周知，区域发展需要中心，离

不 了 “ 龙 头 ”。 但 要 真 是 “ 个 个 是 龙

头”、“处处是中心”，区域发展又从何

谈起？

“龙头”带动，“中心”辐射，是区

域发展的一条规律。无论是区域规划，

还是发展实践，都要重视“龙头”和

“ 中 心 ” 的 作 用 。 但 “ 龙 头 ” 和 “ 中

心”的形成，既有历史的成因，又有现

实的因素，更少不了一代人甚至数代人

前赴后继的不懈努力。一个地方能不能

做区域发展的“中心”，是不是可以成

为“龙头”，不仅需要经过科学论证，

更需要接受实践检验。

可现在的情况是，部分地方在提

“中心”和“龙头”的目标时，过于随

意。有一个市在 3 个城市群发展的交界

地带，本来是经济发展的洼地，却因为

距离周边几个特大城市距离差不多，于

是提出要做这几个城市群辐射的“中

心”，也在区域发展中发挥“龙头”作

用。这样的发展目标就难以说服人们。

还有的地方，仅仅是行政区域交接地带

的一个县，却要做几个省区域连片的中

心；还有的地方自身经济水平比较弱，

为了“争一口气”，也提出要做周边区

域的龙头。更有甚者，不考虑地理条件

和基础设施情况，仅仅从“直线距离”

上看到自己距离这里近，到那里不远，

就 认 定 可 以 做 区 域 的 “ 中 心 ”， 要 当

“龙头”。这种盲目靠地图和尺子来“划

定”中心，争当“龙头”的做法，值得

商榷。

区域发展中争当“龙头”和“中

心”，这背后折射出的还是依靠行政资

源来促进发展的计划经济思维惯性。把

发展目标定位在当“龙头”做“中心”

上，有些是为了鼓舞当地人民发展的信

心，还有的干脆就是为了向上面争项

目、要资金的便利。可见，部分领导干

部还是希望依靠行政资源的倾斜来谋取

发展，而没有真正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思

考本地发展的方向，更没有把市场的决

定性作用落实到区域发展战略中。

如今，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特征和

发展重点已经十分清晰。东部率先、中

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等老工业基

地振兴的区域发展战略已经显现成效。

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给区域发展注入

新的内涵。全国也都有国土主体功能区

的规划，可以说，每个地方的发展方向都

是明确的。地方发展必须在区域经济的

大格局中认清自己的价值，找准自己的

位置，个个当“老大”，既不现实，也无

可能。

市场经济不是单线条的“串联”，

而是纵横交错的“并联”。舞“龙头”、

唱“主角”引人注目，做“龙身”、当

“配角”也能发展。产业发展需要不断

延长链条，而区域发展也少不了中心和

腹地、上游与下游的互相配合。让市场

发挥决定性作用，在区域发展中，要以

市场经济的眼光，以资源配置的需要，

从互补发展的角度来认识当地在区域中

的地位，审视自身发展的优势。一个地

区能不能发展好，能不能把区域功能定

位转化为经济优势，不在于它是不是

“龙头”，关键在于要从区域发展形成的

市场机遇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和方向。

不能光靠当“老大”、作“龙头”来争

取政策支持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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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财 有 道生 财 有 道 ””

中央气象台发布消息称，从 5 月 13 日起，南方部分地

区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局地还将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

气。各地正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可能出现的灾情。

这场降水天气之所以备受公众关注，是因为在稍早前

的 5 月 11 日，一场暴雨刚刚袭击深圳。初步统计显示，暴

雨共造成深圳约 50 处内涝，约 300 处道路积水，42 条道

路因积水而交通中断或严重拥堵，约 2500辆汽车被淹。

年轻的特大城市在特大暴雨面前如此不堪一击，更增加

了人们对城市规划建设的几多拷问。我国城市建设速度令世

人惊叹，但当自然灾害考验来临时，城市基础设施又是那么

的脆弱。这种脆弱暴露出前些年，一些城市在建设规划方面

的“干旱”。比如，深圳建市初期排水管道标准较低，没有

充分考虑城市发展。显然，当人们缺少对城市科学系统的规

划建设时，城市必然会在特殊时刻暴露出自己的“短板”。

暴雨导致的深圳“内涝”只是一些城市规划建设遭遇

“干旱”的缩影。多年来，一些地方在搞城市建设时，重

地上建筑、轻地下设施，重城市硬化、轻城市绿化，重短

期建设、轻长期规划，埋下了许多隐患。各地应认真梳理

前些年城市规划建设的“欠账”，从现在起，研究对策方

案，采取切实可行措施，让城市在自然灾害面前经得起考

验。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新一轮城市建设正

在进行，前车之鉴，切不可重蹈覆辙。

城市的主体是人，城市规划建设应体现以人为本理

念，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有机融合，努力把自

然灾害对城市的威胁风险降到最低。首先，城市规划建设

要因地制宜。各地在搞城市建设时应进行充分的实地调研

和论证，决不能照抄照搬别的城市建设理念和规划，应让

规划建设的城市适应本地的气候、地形、地势等。其次，

城市规划建设要统筹兼顾。既重视地上规划建设、又重视

地下科学布局，既重视城市硬化，又重视城市绿化，既重

视眼前建设的质量、又重视长期规划的效益，努力实现人

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再次，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城市规划建

设的“软件”。各地应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自然灾害应急

预案，健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机制，防患于未然。

内涝凸显城建“干旱”
桑胜高

离端午节还有些日子，粽子已摆

满了各大超市、商场的柜台。虽然节

俭过节已成为不少市民的自觉选择，

可让人心里有些不是滋味的是，一些

商家销售的粽子包装仍过于豪华，这

些粽子的价格也因此水涨船高，动辄

两三百元，甚至更高。

渐趋繁复的包装，与中央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的要求相悖。大盒套小

盒的包装，不仅大量耗费材料，且在

完成使命后回收时却可能还不如废报

纸有用。对我们这个资源紧缺的国家

而言，因为包装而使众多有用材料被

丢弃、抛损或付之一炬，其损失实在

令人痛惜。

我 们 正 在 倡 导 健 康 、 自 然 的 生

活，国情、社情、民情都需要大力推

行节约，返璞归真，过端午节同样如

此。要抵制奢靡，反对奢侈浪费，倡

导环保、节能、低耗、简约；生产者

和销售者应努力生产经营价廉物美的

食品，压缩粽子等的包装；监管部门

则应与市场管理者联手搞好监管，杜

绝过度包装。

眼下正是农忙时节，秸秆焚烧现

象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了落实好

秸秆禁烧，四川省眉山市日前专门通

报批评了 5 个乡镇，并对禁烧不力的 3

个乡镇罚款 6万元。

一 些 地 方 为 了 禁 止 秸 秆 焚 烧 现

象，出台诸多措施严防死守，如对秸

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实行补贴、对焚烧

秸秆的农户进行罚款。“不点一堆火，

不冒一处烟”的口号常响于耳畔，“加

强领导，严防死守，严令禁止”也常

现于报端，收效却甚微。

其实，农民也知道秸秆焚烧的危

害，但面对补贴或处罚，为何还是要

焚烧秸秆呢？原因很简单，一方面补

贴政策不给力。补贴标准太低，往往

还不够秸秆收割、打包、运送的成

本。另一方面，农作物种植有季节

性，如果不抓紧时间处理就会延误农

时，下一季作物收成就会大打折扣。

相对于补贴、罚款，将秸秆付之一炬

成为农民的首选之策。

“疏胜于堵”。与其严禁农民焚烧

秸秆，不如给秸秆找一个好去处，变

废为宝，有些地方已有一些不错的尝

试。比如，大力推广应用秸秆粉碎还

田技术，实现秸秆肥料化利用；推广

秸秆青贮、氨化技术，发展畜牧养

殖，实现秸秆饲料化利用；推广秸秆

栽培食用菌技术，延伸农业产业链。

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加强秸秆综合利

用，培植和扶持各类市场主体拓展秸

秆多渠道利用途径，结合实际发展以

秸秆为原料的沼气站、饲料厂、食用

菌公司、养殖企业等，既让秸秆有了

“用武之地”，又能给农民带来实惠，

如此一来，还有多少人愿意焚烧秸

秆呢？

禁烧秸秆别一罚了之
阳 明

粽子包装应更加简约
周荣光

据报道，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某手术室门前的家属等候区被分成了两

部分，一边是摆着普通座椅的普通区，坐得满满当当；另一边是15元每位的收费雅

座，却鲜有人问津。这引发了一些网友的热议，有的还批评其“想钱想疯了”。公立医

院享受国家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应当始终把“公”字放在第一位，提供优质高效、价

格合适的公共服务，而不能不顾及患者及家属的感受，盲目进行创收。 （时 锋）

赵顺清赵顺清作作

随着乌克兰局势的不断发展，俄、

欧、乌在能源供应上的博弈受到国际能

源市场的密切关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

天然气供应似乎已成为难解的“局中

局”。不过，有关专家普遍认为，无论乌

克兰局势向何处去，国际能源市场的格

局并不会随之发生大的改变。

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中约三分之一来

自俄罗斯，这当中超过一半要通过乌克兰

进行输送。作为欧洲能源供应一个重要

的“咽喉”，一旦被切断，欧洲的能源供应

则会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不过，自乌克

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虽然一直将天然

气供应作为要价和威慑的手段之一，但除

了提高向乌克兰出口天然气价格外，俄罗

斯并未作出更进一步的过激举措。欧洲

各国的天然气储备目前也比较充足。也

正因为这样，国际市场目前为止未对当前

紧张局势作出激烈反应，市场的担忧情绪

并没有集中爆发，天然气价格也保持着相

对稳定。

对 于 俄 罗 斯 而 言 ， 能 源 并 非 一 张

“好牌”。对欧能源出口是俄罗斯经济的

重要支柱之一，如果俄罗斯贸然切断对

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对其自身伤害也

不小。与此同时，欧洲各国是俄罗斯天

然气工业公司 （俄气集团） 的重要客

户，俄气集团并不希望因乌克兰危机而

眼睁睁地流失掉这些重要客户。因此，

俄气集团也在积极通过各种渠道与欧洲

进行沟通，力图通过各方都能接受的方

式继续做生意。前段时间，俄气集团与

奥地利石油天然气集团高层就进行了密

集会晤，并就保证向奥地利乃至整个欧

洲继续以合理的价格供应天然气达成了

初步共识。

为了缓解陡然攀高的能源价格给本

已捉襟见肘的乌克兰经济带来更大伤

害，欧洲正积极想办法替乌克兰排忧解

难。近日，斯洛伐克与乌克兰达成协

议，将对本已废弃的输气管道进行修

缮，并开始通过斯洛伐克向乌克兰供

气。虽初期供应量较小，但也算为乌克

兰解了燃眉之急。从目前局势看，俄罗

斯全面切断向乌克兰供气的可能性很

小，而对欧洲的能源供应又是俄罗斯经

济的重要支柱。因此，俄罗斯将会继续

与欧洲进行能源合作。

当然，乌克兰危机给欧洲能源供应安

全带来的警示也不容忽视。近期，欧洲就

出现了大量要求欧盟加快推进能源一体

化进程，并对欧洲能源战略进行调整与改

革的声音。但是，不管欧洲能源联盟的建

立还是可再生能源的更大范围使用，甚至

是核电的回归和页岩油气资源的开采，都

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欧洲在未来一段

时间继续依赖俄罗斯能源供应的局面不

会改变。因此，俄欧双方都无法在能源问

题上撕破脸。毕竟，一个多方受损的局面

是谁也不希望看到的。

乌 克 兰 危 机 难 撼 能 源 市 场 大 局
谢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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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重点监测的35个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库存总量为24891万平方米，环比增长
2.6%，同比增长19.5%，创5年来新高。

【微评】 无论是成交量还是成交价格，近期的相关数

据都表明房地产正迎来一个重要的节点。房地产开发商、

房地产中介等应该从带有趋势性的数据中，读出市场上的

新信号，看到行业发展的不足。今后，如果还像此前只注

意粗放式投入，不注重房屋容积率、舒适度、性价比等，

不注重后续配套和服务的跟进，怕是越来越难挣到钱了。

房 地 产 新 数 据 信 号 须 细 读房 地 产 新 数 据 信 号 须 细 读

打“ 老 鼠 仓 ”要 举 一 反 三
近期，基金“老鼠仓”案接二连三被挖出。其中最引

人注目的是某“80后”女基金经理，因为她反而亏了8万
多元，被网友笑称为史上最悲情的“老鼠仓”。

【微评】 本想通过“老鼠仓”求财，却赔进去 8 万多

元，令人哭笑不得，看来不义之财确实不应取。证券投资基

金法中明确规定，允许基金从业人员进行证券投资，但应建

立申报、登记、审查、处置等管理制度。可实际上，有些基

金公司对于相关制度的执行并不得力，留下了隐患。因此，

监管层对此类事件处理，不仅要举一，更要反三。

据报道，中国移动将公布套餐资费新规，下调套餐使
用门槛、流量用不完可与好友分享等消费者期待已久的条
款，将出现在新规中。

【微评】 最近，通信业务市场化脚步加快。在电信资

费放开的大背景下，此类“接地气”之举对消费者而言是

件好事，对促进信息消费而言也是利好。长期以来，针对

电信资费过高、流量月底清零等问题，消费者反感情绪很

重。市场化的春雷一响，电信企业便适时推出惠民之举，

让公众对电信资费放开充满了期待。

电 信 资 费“ 接 地 气 ”是 双 赢

（更多内容请浏览经济日报腾讯法人微博
http://e.t.qq.com/jingjiribao）

农 民 工 幸 福 指 数 值 得 关 注
华中师范大学农村研究院日前发布《中国农民状况发

展报告—社会文化卷》，涉及农民的医疗、社会养老各方
面。同时还发布了我国首个“农民幸福指数”，显示务工
农民幸福指数低于务农农民。

【微评】 务工农民出门在外、见多识广，一般都比务

农收入更高，可是他们幸福指数却低于在家务农农民，想

必主要是因为各自参照系迥然不同。务农农民生活范围

有限，大家差距并不大；而务工农民周围不仅富人多，而

且人群生活普遍优越于农民工。未来政府应打破城乡二元

户籍制度瓶颈，提升城乡一体化质量，让务工农民收入增

加、社会保障改善，提升其幸福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