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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全国两会即将落幕，其余音当绕

梁三日。两会，日益成为中国人政治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件大事。正如，您呼吸吗？仰

头漫天雾霾时；您生病吗？偏遇求医寻药

难。且看两会如何料理？今年政协各党派和

委员个人的提案中，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

设的提案，涉及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提案，占

据了头两位。

两会取得的成果，如同鲜花般地要在今

后的一年、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方可慢

慢绽放。但是，纵观两会，朝胜看到了两会形

成的一种特定模式，大可以在各级各地政府

施政中学习、借鉴、效法、甚至“拷贝”。

一曰民主气氛。谈到民主，在中国似乎是

个历史悠久的难题，几千年的封建集权，又经

历了近现代以来一系列重大历史转折,直到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风风雨

雨三十多年，经济建设取得成就前所未有之

际，民主建设也到了不可不为之时。但是，我

们的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似乎还不能完全适

应。朝胜以为大可以将两会作为楷模，看看两

会的民主气氛，看看代表委员与各级政府高官

之间的关系，什么叫做人民当家作主啊？什么

叫做“俯首甘为孺子牛”啊？知无不言言无不

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

会里，人民说话的权力是天经地义的。

二曰问责制度。两会上，不乏代表委员

激愤满腔地向政府官员们批评问责。甚至，

有的代表委员直接叫板国务院有关部委，穷

追猛打入骨三分。官员们老老实实有问必

答，态度需谦恭，回答要诚恳，数字必经查，事

实不能假。允许解释，不可狡辩；容忍失误，

严禁渎职；有错必纠，从善如流。我们在两会

上看到了对某地方贿选的不容，对某行业劣

迹的揭批，对某部门失语的惊醒，对某项目财

务的审计……政府做的事，百姓知道吗？做

事花的钱，经过论证吗？花钱在哪里，审计清

楚吗？审计一本账，公示社会吗？做对了，是

职责所在；做错了，要接受问责。国家问责一

年一次，地方问责多比少好。

三曰改革动力。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

展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完全得益于改革开放。今天，我们面对

新的时代使命和人民要求，别无出路，还是

深化改革。三十多年来，我们在取得成就的

同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改革中出

现的问题，必须通过改革来解决。改革，就

是利益的再分配。改革，有时可能会直接刺

伤改革者的肌体。看是以人民利益至上、国

家利益至上，还是以集团利益至上，部门利

益至上。于是，需要壮士断腕的决断。如果

说，以前的改革是革体制机制的命，那么现

在的改革，就是要革利益集团的命。能不能

深化改革，需要的是民族大义的境界、国家

使命的责任、大局在胸的格局、舍己为民的

道德。新时代，需要新生代！

四曰创新激情。党中央提出创新驱动的

发展战略，这是面对全球科技革命的重大举

措。两会上，对此充满激情的不仅是科技界

的代表委员，创新驱动几乎成为全体代表委

员的共识。两会之后，一定会在全国掀起一

轮创新驱动的热潮。投身于祖国创新事业，

正如马克思所言：“在科学的门口正像在地狱

的门口一样……在这里一切疑惧都须抛弃，

一切懦怯的念头在这里都须化除。”不能疑惧

个人得失，不能疑惧乌纱大小，不能疑惧名利

富贵，不能疑惧权威地位；化懦怯为献身，化

懦怯为果敢，化懦怯为执着，化懦怯为奋发。

创新驱动，就是新时代的一首长诗，愤怒出诗

人！让我们激情满怀地去迎接创新驱动的未

来……

明年两会再见！

再见两会能不能深化改革，需要的是民族大义的境界、国家使命的
责任、大局在胸的格局、舍己为民的道德。

今年两会上，“时间表”成为记者会、代表

讨论会等场合的关键词。各种媒体报道也将

“全面放开‘二孩’没有时间表”、“养老金并轨

已列时间表”、“延迟退休无时间表”等作为标

题，放在显眼的位置上。这既流露出人们对于

推进改革的急切心情，也表达了人们希望获得

一个监督、评价政府推进改革工作的简单、清

晰、硬性的指标。

事实上，对于任何一项工作，人们都需要

通过某些关键性的指标来衡量工作进展，评价

工作绩效。对于复杂性极高的改革工作，人们

希望通过若干关键指标就能对改革工作做出

测量，对各参与方的工作绩效进行评价。作为

改革工作的核心参与者和主导者，政府一方面

需要把复杂的改革工作分解实施，并确定与之

相匹配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配置结构；

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一些明确的、易观测的指

标，向公众传递自己的工作绩效信息，以获得

公众的认可、提升自身的合法性。

通常来讲，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管理工

具，时间表有两项基本的功能：一是工作分

解工具，即它可将工作按照事项的轻重缓急

和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纵向分解，分步

完成；二是工作考核工具，即它通过把事前

设定特定的节奏作为标尺，对相关机构、人

员的工作绩效进行评价。实践中，除了上述

两项具体的功能外，时间表还具有抽象的象

征功能，即它能够表达态度——毕竟勇气也

好、决心也罢，终究需要有可供其落地的载

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改革过程中，政府

使用“时间表”至少可以实现三个目的：一是

优化资源配置；二是驱动政府内部庞大的官

僚 系 统；三 是 给 公 众 提 供 政 府 工 作 绩 效 信

息，表明政府对于某项改革的态度。

虽然单纯的时间维度，并不能测量出一项

改革工作的全部。对于那些暂时还不太清楚

其历史演变机制，也不太知道未来应该如何的

事项，生硬地给出明确的时间表，不仅无法兑

现，更可能适得其反。但是，不把时间作为评

价改革工作的唯一维度，并不贬损时间表的三

种功能的重要性；当下没有弄清楚、暂时无法

给出明确时间表的改革事项，也不意味着将来

也不能够、不需要制定明确的改革时间表。

说到底，由于各种各样的局限性，对于过

去、现在和未来，人们总会处于部分清楚、部分

懵懂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推进改革工作，要

有看准了就做的决心，也要有等待事情逐渐明

朗的耐心，更要有区分二者的勇气和智慧。从

这个意义上说，在改革过程中，对各种时间表

的使用和处理，是一件极关键、极微妙的技艺。

改革需要更高超的“时间表”技艺
卢阳旭

财政部今年提交的预算报告，被不少代表

誉为“凸显了改革主题”。但这份国家账本，受

到 20 年前施行的《预算法》的影响，还有不少

问题没解决。

疑问之一：3月才审批，1月已花钱？

在人代会上，代表会对预算报告，进行审

议，最终表决。这是按照《预算法》规定的程序

进行的。

但问题是，我国的新财年，从 1月 1日就开

始了，政府每天都要花钱，这样就在执行预算

和批准预算中间形成了两个多月的间隔。换

句话说，代表还没审议，预算早就花上了。

预算先期执行，会不会影响《预算法》的严

肃性？

疑问之二：审议时间短，操作难度大？

预算是政府基本政策的说明。用于政绩

工程，还是民生保障，差别非常大；哪里该倾

斜，哪里该限制，需要仔细研究。

在 2014 年预算报告中，全国财政支出达

153037亿元，可说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些钱是

政府替纳税人管理的，最终还要用在纳税人身

上。按照《预算法》，财政部门会在人代会前一个

月，将中央预算草案的主要内容提交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但对全

体代表来说，审议预算的时间还是有点短。

这样一来，会不会不利于代表查找问题，

从而影响预算的科学性？

疑问之三：人大审查权，遭遇粗线条？

现行《预算法》没提预算公开的事情，修正

案草案二审稿虽然说了，但什么是公开，什么叫

及时，向谁公开，公开到什么程度，都没有定。

今年的预算报告，明确了一些说法，但也

只是修补。也就是说，人大对财政预算的审

批，是一种粗线条的审批。

雾里看花，会不会影响代表参政议政的水

平和监督的力度，进而不利于行政部门花钱办

事能力的提升？

今年有一件事挺凑巧，在我们审议预算的同

时，美国奥巴马政府也向国会提交了新财年的预

算报告。这和我国人代会审议财政预算很相似。

不过，相比我们“压缩饼干式”的预算报

告，美国人的新财年预算报告更像一道“丰富

的大餐”。而且，当美国白宫在二三月份提出

报告后，参众两院不是几天就给出意见，而要

到 4 月中旬才会将最后商定的预算版本提交

总统签署生效。在中间一两个月里，国会参众

两院会就此举行听证会，提出各自的预算版

本，并协商解决分歧。

这就是说，预算的生效，经过了比较充分的

讨论。还有，美国的新财年，从10月1日起至次年

9月30日止，这也避免了还没审就花钱的弊端。

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经

验做法不能一概照搬，但哪些该借鉴、哪些该

改变，这是可以考虑的。审议预算是一项核心

权力，如果行使不好，代表就会有被抽空和虚

置的危险。

如此看来，《预算法》确实应该改改了。

《预 算 法》应 该 改 改 了
韩义雷

今年提交全国两会的提案、议案，不少涉

及医改、反腐败、节能减排等人们长期关注的

重点问题，亦有较多事关大气污染防治、化解

产能过剩矛盾等当前社会热点。笔者注意

到，还有一类虽然比较“中间”——既不在“重

点”之列又与“热点”无缘，但是从长远看对民

生影响甚大的议题，比如重金属污染，应该给

予的关注度却不够。

此次以九三学社中央名义提案的《关于

加强对重金属污染土地治理和开发利用的建

议》披露：某些地区有近一半耕地遭受镉、砷、

汞等重金属和石油类有机物污染。即便是有

机肥料，由于含重金属添加剂饲料的大量使

用，造成牲畜粪便中超量重金属潜入地下，传

递给农作物。目前，土壤污染还出现了有毒

化工和重金属污染由工业向农业转移、由城

市向农村转移、由地表向地下转移、由上游向

下游转移、由水土污染向食品链转移的趋势。

为此，该提案就加强对重金属污染土地

治理和开发利用提出建议：建立可持续增长

的生态发展模式；土地污染防治实行地方政

府负责制；尽快出台《土壤污染防治法》等相

关法律与土壤修复的国家技术标准；尽快明

确“谁污染谁治理”原则，理顺管理体制，从源

头减少污染；立足预防，建立相关的土壤污染

防治与修复基金；探索更为安全、经济的重金

属污染修复方式。

对于重金属污染问题，笔者以为，还要放

在更宽的视野来看。

最近几年，国内一些地方接连爆发重金

属中毒事件，引发全民关注，乃至焦虑和恐

慌，同时也敲响了警钟：污染并非只是对外界

的一种伤害，只有环境才会受到影响，实际上

我们的身体同样也在承受。更关键的是要认

识到，重金属污染对处在食物链末端的人来

说，危害尤甚。因为重金属中毒损害机体器

官往往是终生、不可逆的，且重金属在动物和

人体内都有富集效应，很难自然排出或彻底

去除。

“污染一次，遗害万年”。这说的是重金

属对土壤造的孽。重金属污染的传播主要通

过水和土壤进入到食物链，最后在食物链的

末端——人体中富集，危害人体健康。目前，

农产品重金属污染已是全国性问题，但重金

属染指的不只是农作物，还有水产品、猪肉

等。而猪肉中的重金属超标，则大多是人为

造成。从上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量高

铜、高锌、高铁等被加入猪饲料中，因为有研

究者不负责任地宣扬，在猪饲料中增添这些

重金属，可防止小猪腹泻及促进生长，使猪肤

色红润。其恶果可想而知！

自 2009 年国内一些地区相继发生儿童

“血铅超标”事件后，重金属污染问题一度成

为社会焦点。从根本上说，重金属污染事件

频发，主要与企业行为失范、政府监管不力和

公众监督乏力有关，同时也反映了标准、信用

和责任意识的缺失，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单

薄与苍白。

延伸开来说，还有一件人们很少意识到、

有关方面很少关注到、想起来有点儿后怕

的事情是：某些看不见的“污染”正在慢慢

侵袭我们的生活，而我国现在还缺少一种

有效的手段或机制，对包括食品、药品、电

信产品等与民生关系紧密之产品所产生的

长期、慢性危害进行评估，并及时地向公众

提出安全预警。

看得见的污染，不一定是最要命的污染；

看不见的，恐怕才是最要命的。无视这些问

题，或等到问题比较严重时才去关注，很有可

能带来这样的后果：危害已大规模扩散，许多

消费者由于毒害的长期积累，面临着不可预

知的危险。多年以后，无疑将导致公民个人

医疗支出加大、国家医疗成本也大幅增加。

从长远来看，于公于私，都是不划算的。

今天，污染防治的战场已经转向针对置

我们大家于险境的物质和行为，包括会不知

不觉地带来永久性伤害的重金属等致癌物和

其他有害毒物。人体就像地球本身那样，累

积了太多已知的、可疑的毒素。然而，“环境

污染”却从来没有被作为致死因素列在任何

人的死亡证明书上。所以，不妨扪心自问：我

们施加于地球的，是否也在施加于我们自己？

重金属污染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这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尹传红

今年两会，李彦宏、杨元庆、雷军等来自

科技企业的代表纷纷建言以互联网的力量带

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李彦宏直言“互联网

是上天赐给中国的一个机会，互联网会使中

国变得更强”。听到李彦宏这番话，也许有不

少人心里会暗暗打鼓，互联网真的有那么大

的魔力么？其实这里所说的互联网并不是狭

义的互相通信的计算机连接而成的网络，而

是指在移动互联时代的创新思维与视角。

如小米手机雷军所说，“互联网其实是一

种全新的思想，它用完全不同的思想来看待

业务、看待市场、看待用户。”从支付宝与微信

的红包抢夺，到“快的”与“嘀嘀”打车软件“撒

钱”，再到百度糯米与阿里的“血拼”女生节，

彼此间弥散着硝烟味的互联网三巨头 BAT

（百度、阿里、腾讯），正在以颠覆者的姿态改

变着社会的方方面面。

“互联网金融”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互联网理念已

经给传统金融带来巨大冲击，毋庸置疑，传统银

行躺着赚钱的好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如比

尔·盖茨所言，“如果你们这些传统银行不改变

的话，你们就是一群21世纪要灭亡的恐龙”。

互联网的本质是创新，创新意味着颠覆。

颠覆很可怕，但固步自封拒绝创新的心态更可

怕。要么自己颠覆自己，要么被别人颠覆。“在市

场经济环境下，我们没有那么多包袱，可以把很

多传统产业推倒了重来，用互联网的方法再做一

遍。”李彦宏如是说。不论是与以美国为代表的

新兴经济进行横向对比，还是与我国自身经济发

展的产业升级进行纵向考察，互联网都有着助力

中国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

强调，“我们生长的时代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

代 ，面 临 改 革 大 潮 ，我 们 要 做 改 革 的 弄 潮

儿”。面对互联网这一大潮，希望每个行业都

能够张开双臂与创新共舞，让互联网创新之

花遍开在大地上。

与其被互联网颠覆，不如与创新共舞
曹丙利

著名演员赵本山委员“不见了”，这回着急

的不是两会记者，而是政协文艺 28组组长、文

化部原副部长陈晓光。

11 日小组讨论临近尾声，他提醒各位委

员：“明天啊，大家尽量保证出勤。”接着又补了

一句：“对了，查一查赵本山干什么去了。”记者

描写当时的场景——“48 名委员中，赵本山等

17位委员的桌签那里只有空气”。

两会代表委员“不见了”，大概不算什么新

闻。常听上会记者抱怨，每到两会后半程，在

会场上“抓”代表委员，就变成一件“拼人品”的

事，运气不好，还可能撞上诸葛亮的把戏——

空城计。

相信陈组长所谓“查一查”，也不过是说一

说而已。就算真查出赵本山干什么去了，又能

怎样？他自己也承认“挺为难”：“都有事，在座

的很多都是现任的院团长，一把手，时不时就

有点事，不处理也很麻烦。”

瞧，组长其实很通情达理。

当然，也很少有人真的会较这个真。我们

对代表委员的要求实在不高。比如，今年两会

开幕会，人大代表缺席 51人，政协委员缺席 57

人，没看见哪家媒体问，他们去哪儿了。再比

如，代表委员们平时有没有尽责履职，我们也

很少——当然也是无法——过问，以至于有的

代表委员现在还不清楚是该“学习”“领会”还

是“审议”“讨论”。

但既花着纳税人的钱，享受着各种特别服

务聚到北京，最起码这十来天要“对得起观众”。

两会会场上都寻不见人影，谁能相信代表委员们

会在自己的房间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加班履责”？

两会上“赵本山去哪儿了”，显然不再是娱

乐八卦、花边新闻，而是对一个政协委员履职

的深沉追问。

而 这 追 问 不 仅 仅 是 对 赵 本 山 ，更 是 对

令他“为难”的“舞台”。两会上的明星代表

委员不只赵本山一个。明星议政固然有一

定 显 示 度 和 影 响 力 ，但 我 相 信 和 赵 本 山 一

样 无 力 或 无 心 议 政 的 也 不 在 少 数 。 所 以 ，

前 两 年 一 些 媒 体 批 评 刘 翔 缺 席 两 会 时 ，我

就 在 想 ，其 实 刘 委 员 何 尝 不 无 奈 。 或 许 我

们 想 当 然 地 忽 略 了 明 星 们 享 受 这 份“ 政 治

荣 誉 ”时 内 心 的 苦 衷 。 非 要 让 一 个 专 注 于

舞 台 的 演 艺 明 星 或 风 云 于 赛 场 的 体 育 明

星，对政治抱有热情，还要为民众代言，这

确实有些强人所难。

与其问“赵本山去哪儿了”，不如想“赵委

员从哪儿来”。

何必问“赵本山去哪儿了”冷言■

12 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闭

幕。据统计，截至 2014 年 3 月 7 日，共提交提

案 5875 件，提交提案的委员 1969 人，占委员

总数的 88%以上。

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政协委

员自然不装袋子——畅所欲言，敢说、善说、

乐说。今年的两会期间，一些委员不只是说

什么、为何说，还关心说了有没有效果。政协

委员岳秉飞谈到了履职的苦恼：“我觉得，在

座的都是精英，会上发言踊跃，不能说侃侃而

谈，也是条理清晰。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说

了也白说。”无独有偶，政协委员许明金透露，

“保障房建成了，供水供电却没有人管，协调

会开了 163 次，每次都有会议记录。问题是

会有人开，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作为政协委

员，我曾三次写信反映情况给市长，都没有得

到回复。我愧当政协委员，建设保障房如果

一遇到问题就你推我、我推你，还能做成什么

事情呢？”

政协的最大权利是话语权，对于政协委

员来说，不说白不说，白说也要说，建言献策

是其职责。但是，如果一再说了白说，势必挫

伤政协委员的积极性，也瓦解了代表履职的

质量。这就牵扯到一个现实命题，政协委员

提交的 5875 件提案，最终能立案多少，办复

率有多少？

众所周知，提案工作的基本程序为：提

出—交办—承办—答复，而承办和答复的往

往是包括国家部委在内的党政各级部门。委

员提交了提案，政府部门如何办理，不仅政协

委员期待，全国人民也期待。对于提案办理，

不但要追求办结率，也要追求办复率，更要追

求委员的满意率。

最糟糕的是，不办亦不复，或者敷衍了

事，然后象征性地回复，如一些政协委员所描

述的：“（一些）政府部门对提案的答复，就是

首先感谢你，再描述下自己这些年干了多少

工作，取得了什么成绩，最后说，我们准备要

怎么做。对委员的提案，就这么一带而过。

这么多年，我们的提案、建议，也就是从纸面

上到纸面上。”从纸面到纸面，提案就成了白

提，委员就成了白说，民主监督就打了折扣。

从去年 10 月开始，全国政协恢复了“双

周协商座谈会”，政协主席亲自主持，参加人

员中党外人士占七成，党内占三成。一大亮

点是，相关政府部门也必须到场，以保证打

通政协与政府部门、党内与党外的沟通渠

道，结束政协“自说自话”的局面。其背景

是，有人认为政协“只能提建议、拍巴掌，没

有实权”，政府部门到场，政协委员的建议就

有了落点。

今年 3月 4日，李克强总理看望出席全国

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的委员时说：“发展经

济、改善民生需要群策群力。对于提案、建

议，一定要做到件件有回应、件件有着落。”此

非空谈。去年两会，农工党中央建议提出“亟

需将 PM2.5纳入各级政府绩效考核”。对此，

多位中央领导分别做出批示，在这一建议的

积极推动下，去年 9 月初，国务院下发了《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采纳了关于 PM2.5

纳入政府政绩考核、区域联防联控、京津冀等

重点区域重点治理等主要建议”。件件有回

应，件件有着落，件件有落实，让委员和民众

件件都满意，才能皆大欢喜。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时间紧、任务

重、责任大，如果每个群体都能葆有角色意

识，比如，政协委员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

政府部门恪尽职守，以及社会各界凝成合力，

实现“蹄疾走日月，步稳度关山”的改革局面

并不难。

提案，满意率比办结率更重要
王石川

一年一度的两会在务实、节俭的清新会

风中进入尾声。来自全国各界的代表委员直

抒胸臆，畅所欲言，提出了许多有前瞻性、指

导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当然会间也不

乏雷语出现，不过换个角度看，倒是添了几分

生动和真实感，不妨当作花絮，一笑了之了。

重要的是，缩短会期、精简工作人员、代表委

员发言紧凑务实直奔主题，让我们看到一种

诚意。

虽然有政协委员吐槽“说了也白说，白说

还要说”，无疑体现了一种迫切的心情。可是

有些问题即便说了，即便做了，也不能立竿

见影。例如雾霾，我们肆无忌惮了几十年种

下的祸根，自然应该谨小慎微付出几十年去

铲除，更何况我们遭遇的是“前辈”们的叠加

效应；即使理论和技术一直在进步，我们也只

能秉着耐心用时间验证治霾的成效，实在急

不得。

中国用几十年追赶了西方工业文明走了

几百年的路，用几十年积累了人家几百年才

能消化的问题。而且在“跑步前进”不断刷新

经济总量的过程中，还因自身国情产生了别

的国家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例如计划生

育政策的确有效抑制了人口膨胀，但随之逐

渐消失的人口红利只能增添“未富先老”的养

老尴尬。此时调节人口结构需要孕育，需要

成长，也急不得。

那些为解决问题而发布的政策，也时常

会带来一些新的麻烦。例如教育部为推进教

育公平，要求北京、上海等 19个大城市实行划

片就近入学政策。发文才几周时间，各地重

点学校学区房价马上水涨船高，那些有钱的

“新孟母”开始“囤房”为子女将来就近入学做

准备了。政策敌不过对策，限现象限不了本

质，对于这些问题，仍然急不得。

有些问题虽能从别国历史中辨出今是昨

非，但时间、空间、程度各异，无法照搬经验；

有些问题更无前车可鉴，只能逐一逐步解决，

小心翼翼地在摸索中前行；有些问题又是在

试图解决问题时冒出来的新问题。国家太

大、人口太多，情况太复杂，问题一脉扣着一

脉，从中抽丝剥茧须有个过程。

回首，我们一路坎坷，步履蹒跚中创造了

中国式奇迹；环顾，我们勇于直视顽疾，对症

下药，监督国家朝着健康方向发展；展望，相

信我们的国家在不断追求进步的决心下，经

受时间的洗礼，一定能越来越好。请给这个

国家一点时间。

给这个国家一点时间
杨 雪 组合拳 图图/CFP/C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