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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读卖新闻》
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于 5 日在北京开幕。这是国家主席习近
平和总理李克强的现任政府自去年春天执政
后的首次全国人大会议。预计李总理在作为
施政方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表明对既得利
益集团动手术刀和获得广泛国民支持的反腐
败的姿态。

南非独立在线
本周，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李克强

总理的身上，看他是否会把增长目标设置
在7%这个让从新加坡到圣保罗的官员都感
到舒适的数字上。

新加坡《联合早报》
打官腔、沉默不语及“雷人提案”等

行为，是政协委员经常被外界所诟病的毛
病。俞正声对外界的批评做回应，希望改
变外界对政协的负面印象，积极提升政协
委员发言的质量，以加强履行政协在民主
协商及参政议政方面的职能。分析人士认
为，俞正声强调“鼓励尖锐而不极端的批
评”将有助于在政协内部制造良好氛围，
这一导向对中国社会有很大的辐射力，为
社会带来正面影响。

巴西即时新闻网
中国已成为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2013年中国经济仍实现了7.7％
的增长。中国在对经济增长充满信心、
但对环境质量不满的气氛中开启一年
一度的两会。因为经济增长已不再是
发展的唯一标准，与其他资产相比较，
生活质量已变成优先考虑事项。

（杨 宁 董涵潇编译）

3 月 4
日 ， 早 上 一

出门，咦，天真
蓝！人民日报社新

大楼和央视新大楼像
剪影画一样印在天蓝色

大幕上，多好看！北京无
霾，心情不错，微信朋友圈里

很多人给吹霾的清风点赞。古有
及时雨，今有及时风，两会一来，

清风扑面。
中午 12 时多，报摊买报，发现好几

样报都卖断货了。卖报大哥与我讲起毛新宇
委员的提案，聊起昆明的暴恐事件。忽然想到

2月23日，北京雾霾正重的时候，同样这个报摊，
还是这个卖报大哥，向我抱怨：“ （平时很好卖

的） ××报，到现在 （下午 3 时左右） 一份也没卖掉。
天不好，没谁出门。”那天，他也没心情和我聊新闻热
点。

看来，空气质量好坏的影响，已经深入到社会的
毛细血管和细胞。空气清朗了，大家出门的多，心情
好，连报摊大哥都受益，相反则受损。而需要清朗起来的，远不止是
空气。

网络舆论生态、人情往来、治国理政、社会运作等各行各业、方
方面面，甚至人的内心，都需要清朗起来。去年以来，八项规定、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打虎拍蝇、打击网络谣言等等，扫的是治国理
政各个层面的霾，招招见效，党风政风“清朗”了起来，带动了社
风民风的好转。而“雾霾一般的潜规则”、庸俗化的人际关系、内心
盘根错节的负能量，同样需要刮走。

及时风，刮一夜容易，刮十天很难，刮一年更是比登天还难。
我们管不了天，只能管好自个儿。为了好空气，还有很多事需要
我们研究，需要我们做——

如何让空气清朗起来？如何让各行各业、方方面面都清朗起
来？在全国两会上，这些话题怎么讨论都不为过，再多讨论都不算
多。风清，人心气才顺。两会，就要多讨论如何风清气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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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看两会

外媒看两会

又到一年两会时，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焦点。据人民网强国论坛“我有问题问总理”统
计显示，有关“养老社保”的话题在提问排行榜中高居第二，仅次于“经济发展”类话题。有关专家对本
报记者表示，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今年社保领域的改革将有多项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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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少华本报记者 刘少华

躲不开，就得治!

关注环境安全——

★从小家看大家★从小家看大家

新浪微博网友“旖
旎-瓛”：大家对着蓝
天喜极而泣，这是一
件 多 么 悲 哀 的 事
情。在雾霾困扰中
得过且过的人类如
果还有自知，就为延
续这片蓝天而继续
少开车、保持低碳环
保的习惯吧。

新浪微博网友“狮
狮快乐”：雾霾不
是中国的特色，西
方 和 美 国 上 世 纪
80 年 代 还 多 着
呢，这是经济发展
的不良产物。中国
这么多人，要容许
慢慢改进。

唐人街社区网友
“三三”：我不支持
地铁等公共交通涨
价，政府不应该觉
得公共交通的补贴
是一种负担；相反，
应该把它看做一种
治理污染的投资。

360新闻网友“长
风济海者”：我觉
得治霾最主要的是
控制企业偷排，加强
对企业违规排放的
监察和严惩，家庭排
放的毕竟少得多。

第 一
次 跑 会 ，

两眼一抹黑。
都说两会是新闻

界无硝烟的战争，不
做准备可不行。

怎么准备？经常上会的同事说，锁定采访对象，
查找一切信息，到了会上要眼尖腿勤嘴快脸皮厚。上
会记者微信群兄弟姐妹也仗义，时不时地发布一些

“会经”。各大新闻媒体的跑会达人诲人不倦地教给
“晚生后学”怎么跑新闻。

根据自己的主题锁定了政协的对外友好界别小
组，采访对象长啥模样，有啥履历记在心里，顿觉有些

底气。
但一到会场，才发现准备还是远远不够。身边中

国日报小姑娘不仅把该界别41人的名单搜罗出来，就连
委员的照片都打印了出来。另外几张纸上是留给预设采
访对象的问题。一手名单，一手问题，见到采访对象就
紧赶两步寒暄两句说明来意，把问题塞给采访对象。这
活儿做得真细。

中国周边不稳，中日又陷僵局。驻日大使程永华
自然成了“焦点”。只要有记者采访，其他记者就会
蜂拥而上。但这只是开始。先抢到的自然获得优先提
问权，但其他记者也会见缝插针，所以第一人问完，
后面也就没了秩序。张口快的自然取得先机，嘴慢的
也只能把问题咽到肚里。

刚才还在叹服中国日报记者心细，后又发现一小
姑娘时不时地看手机，贴过脸去一看，原来人家早已

“无纸化办公”，问题全在手机里。
虽然采到了对象，也得到了答复，心里却有些感

悟：记者干活儿，拼的是“细”。今天休战，明天努力。

本期话题：如何
让蓝天白云不再是
“遥远的梦”？

（张东伟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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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本报记者 杨子岩

“细活儿”

在中关村工作的李先生，手机里至少有4个程
序可以查每天的空气污染状况。在过去的一个月
里，他却几乎不打开这些程序了。因为只需抬头
看看天空，呼吸两口空气，就知道情况很糟糕。在
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工作的他，打算长居北京，
因此空气质量成了他两会期间最为关心的话题。

中国的中东部地区，正在经历着持续而严
重的雾霾天。被称作PM2.5的细微粒子，让医
院呼吸科的病人数量陡增。李先生说，他有慢
性咽炎，雾霾天里他会有隐隐作痛之感。

李先生位于回龙观的家中，防雾霾的
“手段”不少。其中，一台价值 6000 多元的

空气净化器，每 3 个月就要花费 400 元换一
次滤芯。雾霾天时出门在外，他会佩戴防雾
霾口罩。他给记者算了一下，过去一年，
仅仅为了应对空气污染，他就花费上万。
可惜，即使如此，他也躲不开雾霾，因为
上班时单位没有空气净化器。

“个人花多少钱也解决不了这个问
题。”李先生感叹，“只有所有人都下定决
心、共同努力，才有可能找到希望。”他说
的是自去年以来，中央持续出台多项治
理大气污染的措施，决定投入大量资金
净化空气，并推动产业结构转型。

李先生觉得，雾霾重的时候，街上
的人们脚步匆匆，眉头紧锁，“似乎整个
城市都不开心”；而每当雾霾散去，蓝天
白云挂在这座城市的上空，周围的人
就会放慢脚步。微博和微信上，满屏
都是朋友晒的好天气照片，“人们脸
上的肌肉都是舒展的”。

两会开始后，李先生每天都关
注这方面的新闻。他发现，从政协
发言人到许多代表委员，都对雾霾
表 达 了 与 他 类 似 的 不 满 。 他 觉
得，既然共识已经形成，那么治
理雾霾这事儿靠谱，“只是能再快
一点就更好了”。

3月4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进行第一次小组讨论，讨论结束后，应
其他委员要求，林毅夫委员在委员驻地北京昆泰酒店进行“当前国内外经济形
势和2014年度工作重点”的讲座。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摄

政协委员听讲座
政协委员听讲座

城乡统筹养老起步

今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决定将新型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合并
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人社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 《城乡
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 也规定了城乡居民
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之间的衔接。

“这两个文件是社保制度从碎片化走向统一制
度的重要标志，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
要举措，对弥合城乡鸿沟、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有着积极意义。”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主任郑秉文对本报记者说。

郑秉文认为，合并新农保与城居保，是向
“养老保险体制并轨”迈出的第一步，相比之下，
城居保和城职保的衔接则面临更大的困难。衔接
有两个概念：一是人员在两个制度里能否自由流
动，此次文件解决了流动的问题。二是人的身份
转变后，能否获得均等的待遇。当农民身份转换

为市民，要想从城居保的待遇转换为城职保，势
必需要财政介入进行补贴。由于这两个制度差距
较大，且转换涉及的人数众多，这对国家财政是
相当大的挑战。因此，政策规定，城居保转为城
职保不连续计算缴费年限。

“目前的制度设计是符合实际的，不对财政形
成巨大压力，不提出过分承诺。”郑秉文说，“城
乡养老两个制度间的通道已经打开，至于如何转
换折算则是我们仍需克服的一大困难。相信随着
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创新，日后能有好的办法。”

制度公平有待提高

近年来，社保制度的公平性日益成为争议的
焦点。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
日前表示，公平性不足导致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
加剧的风险在不断积累。从广受诟病的企业职工
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双轨制”，到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地区分割统筹情形下的缴费负担不
公，以及城乡居民社保待遇的巨大差异，都反映
了社保资源配置失衡与权益不公的问题。

郑秉文则认为，民众对社保公平性的不满，主要聚
焦在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人员之间待遇的差异上。他
直言：“公共部门不应建立一个独立的特权制度，而应
与企业的养老制度统一起来。如果认为企业制度不太
合理，应该去改革、完善这个制度，在改革的过程中加
入进来，而不能以制度不完善为由拒绝参加，那样会引
发全社会的批评和对政府的不信任。”

“所有的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都要形成改
革的共识，不能为了团体的利益，损害党和政府
的威信，影响国家的前途。”郑秉文说。

顶层设计与基层落实缺一不可

在郑功成看来，加快顶层设计
与法制建设，对于建立公平
可持续的社保制度至关
重要。他指出，过
去 我 们 的 改
革 大

多是自下而上，鼓励地方五花八门的创新。但
是，地方创新的弊端在于改革长期处于试验性状
态，而顶层设计更有利于制度的成熟和定型。

作为参与社保制度设计的专家，郑秉文向本
报记者透露，今年、明年将是中国社保制度改革
的重要关节点，三中全会部署的关于社会保障几
个重点领域的改革正在积极进行顶层设计，这一
两年内会有重大突破。

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杨娟娟对记者表
示，中央改革的好处要让普通百姓享受到，还有
赖于基层的贯彻落实。杨娟娟是来自湖南农村的
一位村主任，据她了解，本村大约75%的农民参加
了新农保，全都以每年100元的缴费标准参加。他
们并不清楚，除了100元的最低标准，实际上还有
更多的缴费档次可以选择。此次国务院出台的

《意见》 将新农保和城居保缴费标准合并为 10 个
档，在此基础上又扩充了 1500元和 2000元的两个
档，让民众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

“这真是个好消息。如果允许多缴费的
话，我相信只要自己经济水平能够承受，
就会选择更高的缴费标准，这样以后每
月能领到更多钱。”杨娟娟说。

她坦言，社保政策在农村的
宣传力度还不太够，要想让底
层民众都懂得用制度来保
障自己的权益，应该加
强新政策的宣传和
落实。

本报记者 邹雅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