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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全国政协委员李彦宏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被记者围住提问。科技界政协委员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开幕式。

两会风景线

全国政协委员成龙被众多记者团团围住，难以脱身。

全国政协委员莫言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被记者围住，一言不发。

国外媒体在人民大会堂前采访政协委员。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洪星摄

“走在河边，闻到河水是臭的，走在路上，呼

吸的都是 PM2.5。每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还有人来问‘你幸福吗’，我觉得不幸福。不幸

福的人多了这就不仅仅是环境问题，而是个社

会问题。”谈起生态环境，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

作协主席阿来满腔忧虑。

3月 3日上午，他和另外两位全国人大代表

一起出现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一间不大的会议

室里。包括他们在内的一群民间环保人士希望

在两会上向全国人大提交一份立法建议，保护

我国目前已岌岌可危的各类自然保护地。

去年我国自然保护区“自身难保”的消息不

时见诸媒体：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小水电开发、长

江上游珍稀鱼类国家级保护区因小南海水电站

建设被迫调整、环评公示期施工的辽宁盘锦滨

海公路试图穿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斑海豹的核

心栖息地……本应当做“生态安全底线”去保护

的自然保护区，如今显得有些“没底气”。

由科研人员、法律工作者、环保志愿者等组

成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保护立法研究会”从去年

开始开展工作，希望推动国家制定一部《自然保护

地法》，保护我国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

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据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

(WCS)中国项目主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

研究员解焱介绍，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区有 2632

个，占国土面积18%，但不少都面临尴尬处境。

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研究中心主任侯蓉因为工作原因经常接触自然

保护区，她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有的自然保护区

确实存在保护难题：很多当地人仍然保留捕猎习

惯，有人在保护区内下绳套捕杀野生动物，有人

在保护区采中草药、砍柴，还有一些“驴友”，因为

猎奇穿越保护区对野生动物带来干扰。“对自然

保护有利的事情，我一定全力支持。”侯蓉说，她

将会和其他人大代表一起联名提交议案。

据了解，目前我国这方面的法规只有《自然

保护区条例》和《风景名胜区条例》，缺少一部完

备的法律规范来保护这些土地。“自然保护地保

护好了，所有物种都会受益，生态环境得到保

护，我们的生存环境才能好起来。”侯蓉说。

“不尊重环境、过度开发，最终将会留下一片

满目疮痍的大地。”在阿来看来这不仅仅是个环境

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关系到社会的长

治久安。“我支持自然保护地立法这件事，会与别

的代表一起努力促成它进入立法程序。”他说。

阿来希望不要像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一样：

“哪管身后洪水滔天，只要我自己过得好。”

（本报北京3月3日电）

多位人大代表呼吁为自然保护地立法——

不能让“生态安全底线”失去底线
本报记者 刘 莉

早晨8点57分，政协新闻组发来下午开幕的

会议通知，政协时间进入倒计时。打车去北京会

议中心的路上，司机都在问，“两会是今天开么？”

下午 1 点刚过，进入天安门东广场的采访

车已经排起了长队，等待安检的记者也快要蜿

蜒到长安街上。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一位香港记者和

另一位台湾记者亲切地打着招呼。

1点 50分，距离开会时间还有 1个小时，大

会堂东大门前已经满是记者和工作人员。

“大家往后一点，往后一点，不要站在马路

上。”和往年一样，记者和保安玩着“敌进我退，

敌退我进”的游戏。

忽然远处一阵骚动，唉，原来是少数民族

翻译先来了，让周围记者大惊小怪了一番。

“姚明要是来了，还用梯子么？我就站在

那个高处，边上都是矮的记者，就他一个人高，

一圈相机围着，这片子多有意思。”一位资深老

记者已经开始预“摄”自己的作品。

2点 15分，第一拨委员到来。

“有名么这个人？”一群记者围着某位委员

拍照，却都不知道是谁。移动的人群倒是不小

心撞到了在一旁接受采访的女委员高玮。

“这里人太多了，过不去，我们还是从旁边

走吧。”前面不知什么“焦点人物”被记者围着，

有些委员只能绕道走。

2 点 27 分，让记者们骚动的第一个大高潮

出现了——

“莫言！”“莫言！”记者们奔走呼告。被称

为今年新委员“四巨头”之一的莫言终于出现

了。其它三位是姚明、成龙和赵本山。

好几拨记者从四面八方涌来，一开始的礼

貌祥和没了踪影，拥着莫言向大会堂前移动，远

远看去，就像一群黑压压的小蚂蚁在搬家一

样。所到之处，旁边的三个三脚架被无情撞倒，

两个比小腿还粗的镜头套掉在地上，无人理睬。

“Scared me（吓死我了）!”一位不明原因的

外国记者差点被挤倒。

“我刚问莫言对山东高密当年红高粱所在

地的地下水污染了怎么看，就被挤上来的人群

卷走了。”

“放心吧，莫言不会说话的，我都见他四次

了，只会说谢谢。”两个被挤出包围圈的记者交

流心得。

2点 40分,2点 50分，虽然距开幕只有 10分

钟，没有看到其它“三巨头”的记者们还是迟迟

不愿入场。

“每年三月召开的两会都会成为中国最

重要的新闻，今年的会议对中国意义尤其重

大……”一名叫麦大伟的外国电视台记者已经

做起了最后的现场报道。

2 点 59 分，最后一拨记者挤进了大会堂，

大门关闭，政协大会开始了。

（本报北京3月3日电）

大 会 堂 前 的 追 寻
本报记者 吴晋娜

2 月 24 日，在丹阳休班的焦琳琳正和家

人准备过元宵节。下午 3 点，她接到一个电

话，是老乘客尹家衡打来的。“琳琳你好！我

今天从北京坐 G3 回来，行李蛮多的，又要麻

烦你了。”“哦，好的，我知道了。”

焦琳琳是铁路南京站 158 客运员。犹豫

再三，小焦还是从 100 公里开外的老家赶到

南京，接老人出站，并送上出租车。

去 年 8 月 中 旬 ，小 焦 当 班 时 发 现 一 位

年逾古稀的旅客十分吃力地拖着行李进站

乘车，一问方知老人已 76 岁，是南京地质

矿产研究所退休研究员。老人的女儿在北

京工作，老俩口经常乘京沪高铁往返北京

与南京。得知这一情况，小焦就帮老人提

行李、扶他上车，并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

了尹老。从此，尹教授每次来去都给小焦

打电话。

“158”前 身 是 军 人 母 婴 候 车 室 ，始 于

1968 年建站初期，2000 年 3 月 26 日正式成

立，名为“158”工作室，专为老弱病残孕重点

旅客服务，在全国铁路系统属于首家。京沪

高 铁 开 通 后 不 久 ，更 名 为“158 雷 锋 服 务

站”。老幼病残孕旅客是“158”姑娘们的重点

帮扶对象，拎包裹、推轮椅、抬担架……这个

普通候车室是旅客们贴心的驿站，大家也因

此 记 住 了 它 的 名 字 ：“158 雷 锋 服 务 站 ”，

“158”谐音“义务帮”。

从“158”第一代领头人、全国劳模李慧

娟、第二代领头人、铁道部劳模孙燕光，再到

第三代施凤英领头至今，已有 45 个年头。

127 位同志在此留下了学雷锋的足迹，服务

重点旅客 40 多万人次，她们全心付出，爱心

接力，用真情诠释了雷锋精神。

已 72 岁的李慧娟回忆说：“当时就在车

站广场上搭一个蒙古包，一条扁担，几根捆

绳，接送旅客。虽然很辛苦，可一旦佩戴上服

务员的胸章，我就有一种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被传承了下来。

1986 年，客运员孙燕光开始用木板车帮

年迈、残障行走不便的旅客拉行李，这辆木板

车被旅客们称为“雷锋车”。

2000 年，施凤英接手“158”，带着一群 80

后，挑起了“158”的大梁。

“158”的前辈们乐于奉献，80 后、90 后的

姑娘们也有同样的情怀。

作为“158”新一代接班人，80 后的黄吉

莉接下了前辈的重任，带着其他 9位 80后、90

后，为重点旅客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

去年春运中的一天，正在导购台忙碌的

吴婷突然听到有人惊叫：“有人晕倒啦，快救

人呀。”吴婷循声跑去，只见水泥台阶旁有一

位年约六十的老汉晕倒在地上。吴婷蹲下身

仔细观察老汉的状况，发现他呼吸极其微弱，

生命垂危。于是，她一边请旅客拨打急救电

话，一边用力按压老人的心脏，毫不犹豫地对

老汉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当旅客们看到

铁路服务人员如此对待一名普通旅客时，无

不露出惊讶和敬佩的表情。大约三分钟后，

老人终于有了明显的生命迹象。120 急救医

生赶到后，大赞吴婷：“如果没有你的施救，我

们到了也没用！”有人将此事传到网上。网友

们称吴婷是“春天里最美的女孩”。

为更好地方便特殊旅客乘车，南京南站

共设置残障人升降电梯 36 部，并配备了电

脑、专用电话，提供传真、打印等服务，建立重

点旅客数据库。更为称道的是，“158”进行全

路联网接续服务，凭借现代化的信息工具，与

全国 157 个重点车站和途经南京站的 482 趟

列车，以及其他车站雷锋服务站微博互动，为

旅客实行“中国式”的助人——帮忙帮到底，

送人送到家。

45 年的坚守，45 年的温暖，“158”雷锋服

务站让曾经帮助过的 40多万名重点旅客，不

再愁苦和无望，荧荧烛照中闪现的是朴素的

人性光辉。

“特殊乘客”的温馨家园
——南京“158雷锋服务站”真情服务45载

本报记者 矫 阳

陈光标既不是代表，也不是委员，但他很

“万能”，什么问题都能回答。政协大会开到一个

小 时 ，和 去 年 的 时 间 差 不 多 ，标 哥 的“show

time ”到了。一身翠绿色西装，深绿色领带，红

色国旗胸针戴在胸前，被几十个记者簇拥。

“您怎么看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一位记

者没来由的问。

“食品……这不我刚才提到了环境腐败、教

育腐败、医药腐败、司法腐败，社会公平正义首

先应该从腐败抓起。”标哥也没来由的答。

“您怎么看贫富差距？”又来一个。

“小平同志说过，先富帮后富，企业家有

责任为民解决困难，所以我号召代表委员、

企业家们把 20%到 30%的利润捐出来，捐给

现在正在遭受旱灾的云南灾区，我昨天才回

来 。 那 你 说 委 员 代 表 和 企 业 家 们 该 不 该 带

个头啊！”标哥终于把话题引到了他关心的

慈善上。

“您觉得代表委员里亿万富翁是不是太多

了呢？”这个记者够犀利。

“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是必须的。”标哥打

起了太极。

“您觉得亿万富翁的代表太多了么？”记者

继续穷追不舍。

“我希望他们去把钱捐些给云贵川的灾

区。”标哥又挡了回去。

“我是说您觉得代表委员中的亿万富翁是

不是太多了？”真够执着的记者。

“这我怎么说呢？让我得罪很多人。”标哥

终于招架不住了。

“您敢公示财产么？”又一个盯着不放的记

者。

“我都承诺裸捐了。现在是捐了 17 个亿，

企业利润的 50%。”标哥骄傲地回应。

“捐了那么多钱，眼睛都不用眨么？”

“不用眨，你把财富看淡一点，你有一杯水

可以存放在家中，你有一条河要学会与他人分

享。”陈光标名言一诞生。

“您在意那些质疑您的人么？”

“我不在意，我会告诉他们，当你伸出手，

用一个手指指向别人的时候，其实有三根手

指是指向自己的，首先问你自己做了哪些事

情，你才有资格指向我标哥。”陈光标名言二

诞生。

“标哥，您说您是来旁听会议的，会议正开

着呢？您怎么在这里接受采访呢？”记者又想给

标哥下套。

“我就是出来方便一下，刚才有记者说要照

相，我就和你们聊两句嘛。”标哥委屈不小。

“有问题打我的电话，号码是……或者我司

机的电话。”标哥有了“告别”记者之意。

“您不是骑自行车来的么？还您的司机。”

没想到又被记者抓住了小辫子。

“不是，我是说平时我的司机，我自行车就

在大会堂旁边呢，不信你去看看，我每天都要

骑。”记者一片笑声。

“治理 PM2.5 你有什么提议？打算做什

么？”终于遇上了标哥感兴趣的环保话题，去意

又没了。

“我就是为了 PM2.5的降低在服务，看我穿

的，一身绿色，还有帽子放在自行车上，我要告

诉大家践行环保，从头做起。”他指着一身崭新

的行头给大家介绍。

“好了好了，我的衣服呢？我要走了。”陈光

标从助手手里拿回了自己外套。

“ 标 哥 标 哥 ，江 苏 台 记 者 ，再 给 我 拍 一

下。”正要穿上衣服，遇上家乡记者，还是要

给点面子，他熟练地做稍息姿势，下巴抬高，

面带微笑。 （本报北京3月3日电）

又 见 陈 光 标
本报记者 吴晋娜

两会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