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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温总理痛斥染色馒头瘦肉精

称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已到了严重地步

这次是我担任总理以来第 5 次听取参

事、馆员们的意见。 今天有 8 位同志发言，还

有 6 位同志的书面发言，也都印发给大家了。

这些发言涉及范围非常广泛， 包括经济社会

发展、科技教育以及文化宗教事务。大家的意

见都非常重要， 值得我们国务院及有关部门

认真研究， 还是这句话：“知者尽言， 国家之

利”。 从参事室负责同志的汇报和参事、馆员

的发言，我们看到参事室、文史馆的工作又有

了新的进展。我曾经提出，要将参事室建成有

中国特色的高水平政府咨询机构。现在看来，

朝这个方向努力是对的，也有初步的成效。

今天和大家座谈， 我仍旧要强调讲真

话。讲真话，就要有听真话的条件。我早在给

已逝的老参事吕德润先生写信时引用了“知

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这句名言。

在上次座谈会上，我又强调“知无不言，言无

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今天还想讲，

要创造条件让人们讲真话，让参事、馆员讲

真话，“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

塞”。古语说：“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朱熹

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政

府的政策要做到清明 ，符合实际 ，符合人民

的意愿，就必须倾听来自人民的意见，集思

广益，这就需要有持久不断的“活水”。

对参事室、文史馆的工作，我想提几点要

求供大家一起研究。

第一， 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问题

的政策研究。 当前我们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

是哪些呢？我以为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坚持

科学发展和转变发展方式， 努力解决发展的

不稳定、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的问题。

二是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认真解决地区、城乡

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做到无

论任何组织、任何个人，在宪法和法律面前一

律平等。 三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改变

“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象，重视发展科技、

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四是坚持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特别要保

证司法的独立和公正。 五是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从制度和体制上解决影

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使国家长治

久安。 这五个问题都是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

大问题，需要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统筹谋划，认

真解决。 希望参事和馆员们经常到地方和基

层走一走、看一看，了解基层的情况，倾听人

民的呼声。 对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来的有生命

力的新生事物、 新鲜经验及时加以挖掘和提

炼，对存在的问题、矛盾和困难要毫不掩饰地

如实反映， 为国家解决这些重大问题提出真

正有价值的对策和建议。

第二， 重视对历史和国际经验的比较研

究。 历史是一面镜子， 国际经验也是一面镜

子。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始终要注意经

常地照一照这两面镜子， 鉴古知今， 博采众

长。 这样，我们前进的步伐会更加扎实、更加

有力。大家非常熟悉《贞观政要》里这句名言：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

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以为这至今仍

然是至理名言。 现阶段我们前进中遇到的许

多问题，一些发达国家也曾经遇到过，比如社

会保障问题、住房问题、贫富差距问题、腐败

问题、司法公正问题、环境保护问题、权力监

督问题，等等。不同的国家解决这些问题往往

有不同的方法，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至

今还在探索。我们要立足国情，对那些成功的

经验认真地借鉴和吸收， 对那些失败的教训

切实地警惕和避免， 对尚在探索中的问题加

强合作和交流，共同破解难题。 还是那句话：

只有开放兼容， 国家才能富强； 只有与古为

新，社会才能进步。 就拿腐败来说，这是古今

中外都想要消除的社会毒瘤。 一些发达国家

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曾受到贪腐成风、 民怨

沸腾的困扰。通过体制改革，包括改革选人用

人制度和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腐败现象有所

遏制和解决。 这次我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

说过，要消除腐败的土壤，最根本的在于改革

制度和体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让权力

受到制约。我这样说，也是借鉴了历史和国际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参事、馆员们的历史知识

和国际经验比较丰富，希望大家开阔视野，通

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 为解决我国现代

化进程中的难题献计献策。

第三， 注重对社会转型期道德文化建设

的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是制度之母。

一种社会制度的形成、巩固和发展，需要有相

应的文化为其提供指导和奠定基础。 我国改

革开放 30 多年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

主法制的推进，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同

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 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

道德文化建设， 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

短腿。 举例来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

“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 等事件，这

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 诚信的缺

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

个国家， 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

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

个受人尊敬的国家。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文化建设， 我们的文化建设除了生产更多健

康有益、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外， 还要把加强

同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

的道德文化建设放到更加突出、 更加重要的

位置上来， 这是今天我特别想强调的一个重

大问题。要在全社会大力加强道德文化建设，

形成讲诚信、 讲责任、 讲良心的强大舆论氛

围。 这不仅是维护正常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

的需要， 也有利于从根本上铲除滋生唯利是

图、坑蒙拐骗、贪赃枉法等丑恶和腐败行为的

土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道德文化建设，

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 我们要

把依法治国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深化

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 文化体制改

革、司法体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规，使有道德

的企业和个人受到法律的保护和社会的尊

重，使违法乱纪、道德败坏者受到法律的制裁

和社会的唾弃。同时，我们要从绵延数千年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从世界优秀

的文明成果中取长补短， 从而培育具有时代

精神、自尊自信、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道德风

尚。 我希望，参事室、文史馆发挥自己的独特

优势，在这方面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

第四，发扬崇尚理性、追求真理的科学精

神。 做学问、搞研究是件很辛苦的事情，而发

扬崇尚理性、 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更需要勇

气、学识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什么是理性思

维？ 就是尊重自然规律、科学规律、经济规律

和人类发展进步的规律，这是研究学问、从事

实际工作的基本要求。 不论研究学问还是从

事实际工作，都必须要有理性思维。要做到这

一点，并不是容易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爱

国家、爱人民并为之服务和献身的精神，就必

须有尊重客观实际和规律、 追求真理并为之

不懈探索和牺牲的精神。 上次座谈会我讲话

时，引用了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

之思想”，这是我一生都崇尚的格言。 今天我

们的参事、馆员从事调查研究，同过去关在书

斋里做学问有很大的不同，要有不畏艰辛、不

怕牺牲、求实崇真的精神，同样值得提倡“千

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我认为，深入实际而

不浮躁，独立思考而不跟风，敢说真话而不人

云亦云，这是参事、馆员人格魅力之所在，也

是提高咨询国是水平的关键。

各位参事、各位馆员：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

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

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

的人。 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在任福建漳州知州

时， 曾为创办的白云岩书院写过一副对联：

“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

常在掌中看”。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的

崇高精神追求。在我看来，把这副对联用在今

天参事、馆员们的身上也很贴切。我们就是要

有这样的境界和追求。我相信，经过不懈的努

力，参事室、文史馆一定能够成为有特色、高

水平的政府咨询机构， 一定能为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据新华社电）

讲真话 察实情

———温家宝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

4 月 14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中南海

向新聘任的 8 位国务院参事和 5 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并

同参事、馆员座谈。 温总理在座谈时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

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

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新华社 17 日播发了温家宝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座谈时的讲话全文。温家宝在讲话中强调，要注重对社会转型期道德文

化建设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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