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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网谈谈两会两会

畅畅议议国是国是

手机拍两会

（王艺霖辑）

本期话题：你觉得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政策
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海外网新浪微博网友“zhangyh999”：收入
分配改革提了多少次了，希望这次能做出真正的
改革，通过国家让利来切实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
收入水平。同时，做好二次分配，即提高社会保
障的水平和覆盖率。

海外网唐人街社区网友“明眼识金”：政
府最该做的是调整收入分配方式，扩大按劳分
配比重。多数辛苦工作的劳动者，工资收入却
不高，按劳分配的基本理念被严重漠视。

海外网人民微博网友“shanzhongke”：我认
为，首先，工资增长速度至少应当与物价涨幅持
平，甚至更高一些。其次，要规范国企高管的薪
酬管理，实现公开化。国企应该积极投入市场竞
争，不要老躲在政府的羽翼下发展。再次，公务
员薪酬待遇应该与绩效挂钩，国家应组建领导小
组不定期检查，对在绩效上弄虚作假的给予严惩。

海外网唐人街社区网友“Ruchan-Ar-
mando”：我提两点建议：1、调税，增加中
产阶层数量；2、提高社会福利，让平均收入
以下阶层的孩子上学无忧。

图①：3月9日，在全国
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小组讨
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招
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建议加
大对中小企业扶持力度。

本报记者 徐 烨摄
图②：3月9日，全国政

协委员、画家靳尚谊在文艺
界别小组讨论会上。

本报记者 尹晓宇摄
图③：3月9日，十二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河北代表
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放团
组活动。图为中外记者交流
业务。

本报记者 史自强摄

两会年年开，新鲜事也是年年
有。今天想说的是刷朋友圈的风行
和“自拍神器”的火爆。

开会刚一周多，不经意间，笔
者手机里来自代表委员的微信好友
增加了不少，有的是笔者主动申请
的，也有的是委员主动扫码的。在
媒体的报道中，还看到了记者堵代
表，扫扫加微信的场景。主动也
好，被动也罢，扫扫看看两会，今
年错不了。

于是，两会期间，笔者刷手机
时又多了一项新期待：“发现”上
的小红点一亮，就忍不住要进去逛
逛，是不是代表委员们又发啥新词
了，结果发现，稍有闲暇，代表委
员也没忘了往朋友圈里“喂料”。

两会开始前，代表委员更新的
内容往往是如何为大会做准备。早
在春节前，就有代表在朋友圈里讲
述自己是如何与民众座谈征集信息
和意见的，并逐日更新自己关注的
热点话题。

两会开始后，从开幕式的天
气，到听取报告的感受，从参加讨
论的所得，到媒体的相关报道，都
是更新的内容，代表委员们的朋友
圈，内容愈加丰富生动。在这里，
我看到，有的委员在会议结束后仍
然与其他委员继续探讨未竟的话题
并把感受发出来；有的代表走进各

类媒体慷慨陈词，建言献策；有的
已经卸任的代表，仍然关心两会，
及时关注两会进程，每天发七八条
与两会有关的链接和思考；还有的
委员在晚间的休息时间，互相交流
和欣赏古典音乐……

再说“神器”，这个也是年年
有新花样。去年戴着谷歌眼镜报
道两会的记者大出风头，今年最
抢镜的改成了“自拍神器”。不仅
记者在各个会场举着自拍杆，既
当 摄 影 又 当 主 持 ， 代 表 委 员 也

“神器”在手各种拍照，更有代表
和委员举着“自拍神器”拍进了
大会堂。“自拍神器”的威力大不
大，可想而知。

之所以说这些，实际上，笔者
的意思是，在移动资讯高度发达的
今天，随着渠道越来越丰富，代表
委员与社会各界交流的主动性和互
动性也越来越强。如果说代表委员
与媒体是信息的供需双方的话，那
么，加微信的风行使得双方的需求
得到更好的对接，利用“神器”则
使得过去一些受人力或是设备所局
限的交流，变得更为畅通。

“互联网+”的时代正在招手，
越来越数字化的两会当仁不让地
走在了前面。技术的支持使两会的
地气和人气更加两旺，取得更丰硕
的成果当然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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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
长、福建莆田广化寺方丈学诚认为，解决
环境问题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努力。

宏观层面，即由国家主导制定一系
列制度、机制与评价体系，规范那些对
生态环境可能构成重大影响的社会行
为。十八大报告中已明确将生态文明建
设提升到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高度。

微观层面，即倡导社会大众接受建设
生态化、可持续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个
体的生态行为一旦聚合为集体行为，就
可能有效改善环境问题。学诚说，从佛教
的角度看，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应与生态文
明一致，要知足常乐，降低对自然的索取
和消耗。每个个体的改变凝聚起来，就能
形成推动改善整个生态环境的巨大力量。

（本报北京 3月 8日电 记者银燕、
萧伟光）

全国人大代表、张家口市市长侯亮
在两会上说，2022 年冬奥会的申办工作
已经进入关键时期。目前，各项申办工
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国际奥委会近期将到崇礼县进行评
估，并将于7月31日在马来西亚进行投票
表决，决定最终举办城市。”侯亮说，张家
口市配合北京市完成了 11万多字的申办
报告，已正式提交国际奥委会。6个雪场全
部取得了认证，共承担50个金牌项目。

他说，一年多来，申办冬奥会促进
了张家口冰雪产业的快速发展，社会资
本对投资冰雪产业的积极性很高，现在
已经有 8条雪道获得了国际雪联的认证。
仅今年春节期间，每天就有6万多人到崇
礼滑雪。

（据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记者白
林）

360新闻网网友“CICI”：建立最低工资与
最低保障制度有必要，但是否需要两年一调升，
值得商榷。尤其在实体经济不景气、企业个人税
费较重的情况下，最低工资和低保标准最好是跟
通胀率挂钩。

用书香熏陶心灵

“书香社会”今年首次“亮相”政
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代表、云南文化

产业投资控股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杨劲松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她对李克强总

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倡导全民阅
读，建设书香社会”特别赞同。书能让人的

心静下来。要提升中国人的文明素质，提升中
国人在海外的形象，倡导全民阅读十分必要。

杨劲松说，现在的道德教育多是口号，人们听
不进去，孩子也觉得单调，不生动，不喜欢。用阅读
潜移默化，效果会更好。现在，大城市的图书馆不够
多，中小城市和县城的图书馆更少，人们想读书，但
没地方读。因此她建议，各地多建一些图书馆。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盐城市政协副主席、作曲家蒋
婉求认为，今天到处都是低头族，看手机、刷微博、看微
信，真正读书的人太少了。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文化知识做
支撑，将来无论做什么都会有局限性，厚度不够。

蒋婉求说，她今年带来一个关于制定图书馆法的
议案。欧美一些国家规定，社区方圆10公里之内一定
要有一个图书馆，创造条件引导人们阅读。我们也应
当建立这样的环境。同时大学里面有非常好的图书
馆，应该让公众共享。

把“礼仪名片”擦亮

全国政协委员、现代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文明缺失等现象是存在的，但他相信
情况会渐渐变好。很多人在国外看到同胞的不文明行为
时，都会很难为情。一些人出国后，表现得像暴发户，
大声喧哗，随地吐痰，甚至做出其他不文明的事。要改
变这种状况，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国民在接受社会文
明素养教育的同时，不断加强自身文明修养，领导干
部、公众人物尤其要做好表率、示范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建
议，应当发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擦亮国人“礼
仪名片”，以此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小、
落细、落实”。

马敏指出，目前社会上出现不少违反传统
礼仪规范的现象，如父慈子孝蜕化成纯金钱性
的抚养和赡养义务，邻里和睦蜕化成老死不

相 往
来 的 “ 家
庭 孤 岛 ”， 尊
师爱生蜕化成合
同 式 的 知 识 供 给
等。“一些优良的传
统道德和礼俗在现
代化过程中逐渐流
失，如果没有全社会
的重视和共同坚守，
我们可能进入物质丰
盈秩序井然，但精神贫
瘠、文化缺失的状态。”马敏说，良好的社
会环境可以促进道德和礼俗的复苏。他建
议，深入挖掘古代文明礼仪的精华，结合现代文
明、现代生活的特点，归纳整理行业、地域礼俗，并
编制礼仪教材，让文明礼仪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
家庭，成为全社会共同的遵循。

让文化基因生根

习近平说，要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全过
程、渗透社会生活各方面，特别是要让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在广
大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全国政协委员、来自河南中医学院的司富春说，在大学工作
多年，他发现现在大学生中社会责任感缺失，对家庭缺乏情感关
怀等现象越来越突出。“孝敬父母是最基础的道德教育。”司富春
建议，以大学生作为弘扬优秀孝文化的突破口，借鉴中国传统

“孝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培养大学生的孝德之心、仁爱之心，
尤其是要在高校开设孝道教育的国学课程，将传统孝文化列入
公选课内容，增强大学生的孝道意识。同时，大力开展以

“孝爱”为主题的教育活动，引导学生从我做起，从小事做
起，自觉在言行中体现孝爱美德。

蒋婉求认为，文化艺术发展和创新的根本，是人才的
培养。从去年开始，教育部颁布了新的文件，从中学开
始，要求学生都要具有音乐和美术的基础知识，这
非常好。从孩子抓起，这对提升整个国民的文化
素质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举措。

蒋婉求说，欧洲一位哲学家讲过这样
一句话，孩子出生以后，要给他鲜花，让
他视觉上看到美；给他音乐，让他
听觉上建立音的概念，这就是
全方位的素质教育。

代表委员谈提升国民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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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劲松 叶晓楠

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诚信知理、与
人为善是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优秀文化
传统。如今，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持
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物质财富的
极大丰富，给社会风气带来了一定
的冲击，我们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升软
实力。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
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
镇、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指
出，要大力加强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
品德建设，营造全社会崇德
向善的浓厚氛围。李克强总
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也提出，创新创造关键
在人，要把亿万人民的聪
明才智调动起来，并要坚
持立德树人。

近来，国人的不文明
行为，屡被曝光。如何提
升中国人的文明素质，引
导和推动全体人民树立文
明观念、争当文明公民、
展示文明形象，成为不少
代表委员关注的话题，他
们从各自的角度给出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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