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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全天休息

上午

● 举行“金融改革与发展”记者会

下午

● 召开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一次会议
● 举行“国企改革”记者会
● 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联合记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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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大数据开放与共享主
要面临法规支撑不足、操作标准缺
乏、观念束缚在内的多重瓶颈，国
家应尽快启动数据开放立法，建立
数据开放标准、界定数据开放边
界，切实有效地为数据开放提供政
策层面上的架构支持。现阶段可以
以民生服务领域政府数据开放作为
切入点。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侨
联副主席陈乃科

教育扶贫也要精细化管理。由
于教育扶贫第三方评价缺乏，导致
很多数据掺杂水分。应针对教育扶
贫建立公平公正的客观评价体系，
建立一批跨省、跨行政单位、没有
利益关联的第三方评价机构，让我
们了解的数据更真实，便于更科学
地决策。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
校长李建保

人民群众一方面缺文化，另一
方面大量投进去的文化产生不了效
能。为什么？因为老百姓不喜欢。
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没有充分考虑
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对文化的需求
差异。因此，“送文化”一定要根据
不同文化需求来进行。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文
化厅厅长郑晓幸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
共同影响下，我国近海生态系统发
生了巨大变化，如何形成有效的管
理与防范机制是当务之急。要尽快
集合优势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相关研究，并向国家相关部门提出
保护海洋生态的决策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
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侯一筠

（本报记者 卢泽华整理）

代表委员畅谈港澳发展——

“一国两制”是港澳最大优势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汪灵犀

“‘一国两制’在港澳的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新情况、新问题。解决所有矛
盾、纷争的关键在于贯彻落实好基本法，让‘一国两制’深入人心。”采访中，澳门特区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李沛霖对记者这样表示。

今年两会期间，来自港澳的代表委员高度关注政府工作报告中“全面准确贯
彻‘一国两制’”、“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的相关内容。他们认为，“一国两
制”是港澳发展的最大优势，只有坚持这项制度，在“十三五”期间找准定位、抓住
机遇，才能让港澳获得更好发展。

讲“两制”更要讲“一国”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经纬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局主席陈经纬表示，香港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完全有义务
和责任遵循宪法和基本法来处理各种问
题。“法治是发展的基础和保障。绝大多数
香港人都是遵纪守法的公民，而正是完整
的法律体系和良好的秩序，才让香港获得
长期的繁荣稳定。”

“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最
重要的一点就是讲清楚宪法与基本法的关
系，让社会大众认识到‘一国’是‘两
制’的前提和基础。”李沛霖说，这对关系
不讲清楚，公众的想法就容易摇摆，各项
政策的规划、实施就会变得混乱。“现在有些
人，一说基本法就‘忘’了宪法，甚至拿着基
本法条款向中央叫嚣。这是典型的只谈‘两
制’、不谈‘一国’，是故意引导公众走进法理
误区。我把这种行为叫做对基本法的‘阉
割’，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

香港特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
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
会委员谭惠珠对记者
说，宪法是“母法”，

基本法是“子法”，这是不容混淆的关系。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在包括香港在内的
国家领土范围内，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和最
高的法律效力。基本法是基于宪法第 31 条
产生的，它不能代替宪法，两者并非平起
平坐。”

“基本法写得很清楚，香港实行的政
治、经济、社会制度是由宪法赋予的，遵
守基本法和遵守宪法之间不存在矛盾。”谭
惠珠表示，作为“香港的中国人”，有责任
保持“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不走形、不
变样。

加强宣传与推广历史教育

“很多时候香港年轻人接收的是片面信
息，所以他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实际情
况有一定距离。”香港特区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范徐丽泰表示，“旺角
暴乱”事件就是一个警钟和信号。香港与

内地青年要加强交流，香港年轻人在成长
过程中需要更多机会，去全面了解国情、
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

而谭惠珠认为，香港青年要学习国家
的历史。她说，中国过去 30 多年来的改变
是用血汗和拼搏换来的。香港青年应了解
我们是如何从“一穷二白”发展到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的，要看到国家的发展。

另外，范徐丽泰呼吁，推广“一国两
制”教育及宪法、基本法宣传需要讲究趣
味性，例如举办校际比赛等等。在推广基
本法时，她建议可多用实例解释条文。推广
基本法工作要有长远规划、循序渐进，“不要
做完一个大的项目后就没有跟进工作，这样
很快就遭人遗忘。要‘细水长流’”。

依靠祖国分享发展红利

“现在国家制定‘十三五’规划，提出
‘一带一路’战略，对香港来说是很好的机

遇。”谭惠珠说，内地“硬件”非常好，香
港“软件”非常好，如果香港青年投身进
去，结合所学专业找到合适职业，做好

“香港的中国人”，对自己、香港、国家都
有好处。

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现代保安服务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少培在发言时提到，

“港澳地区背靠祖国，因而要融入整个国家
的经济发展大局。所以，我们应该回去研
究自己如何抓住机遇，以及我们的优势在
哪里。”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
杨钊则更具体地指出，香港服务业高度发
达，汇聚了各行各业的国际性人才。如果
要在香港讨论一个项目，国际大银行的代
表、精通国际法的律师、世界性的评估机
构、熟悉国际规则的会计师都能在短时间
内聚在一起，凸显出极高的效率。这种效
率让世界点赞。“因此，我们建议能在香港
建立‘亚投行’的操作中心，以及对应

‘一带一路’的亚太国际诉讼中心，让香港
国际化的优势得到发挥，从而在‘十三
五’期间取得重大进步。”

今日今日关关注注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将慈善法草案纳入日程进行审
议，体现了国家对慈善事业的
高度重视，也是各级人大共同
努力的结晶。草案明确了慈善
的 概 念 、 组 织 设 立 及 内 部 管
理 、 信 息 公 开 等 ， 对 慈 善 募
捐、捐赠、信托等行为做出界
定，也规范了政府部门应如何监
管，严明了各方面的法律责任，
是比较系统、完善的。慈善法必
将成为我国社会领域的一部重
要法律，更是慈善制度建设的基
础性、综合性法律。

我们期待着慈善法尽快正
式出台。有了这部专项法律作
保障，我们在从事公益慈善事业

时就更放心、更积极了，思想也会更顺畅了。下面，仅就推动慈善
事业发展和营造良好社会道德风尚谈几点看法：

第一，应该发挥慈善立法的引领规范作用，让法律法规为
慈善事业保驾护航。希望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未来的日子
里，能够立足国情民情，针对慈善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有的放
矢、对症下药，搞好慈善法的宣传教育活动，以此教育引导大家消
除偏见，化解疑虑，增强共识；特别是要提高慈善机构的公信力，
放大慈善事业的正能量，增强认同感，鼓励积极性，扩大参与面，
让捐赠者的利益有所保障，让受益人的尊严得到尊重，使我国慈
善事业在法律的保驾护航下，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二，我们应深怀感恩回报之心，让财富与慈善事业同行互
惠。慈善是充满人道关怀的崇高事业，行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特别是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企业家、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要深

怀感恩回报之心，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努力作出行善之举，成为公益慈善事业的热心
参与者、积极推动者和无私奉献者。就我个人来说，没有党和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政
策、好环境，就没有我的今天。祖国给我的是汪洋大海，我再怎么付出也只是沧海一
粟。拥有财富但不知道运用财富，等于没有财富。而慈善能够让财富发挥更大的作
用，同时也会给你创造更大的财富。这就是所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第三，应该倡导简约朴素的生活方式，给慈善事业助力加油。爱心莫论
大小，有火就能热炕；善举不分先后，贵在责任担当。我们应该把艰苦朴
素、勤俭节约与扶危济困、乐善好施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勤俭节约一点，
把节省下来的钱物用于需要帮助的人，不也是慈善之举么？奢侈浪费会摧毁
一个人的灵魂，而慈善却可以让人获得一种来自灵魂的满足与尊贵。面对那
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我们应秉持“一饱之需，何必八珍九鼎？七尺之
躯，安用千门万户？”的精神，提倡和回归简约朴素的生活方式，让勤俭节约
助慈善事业一臂之力，为慈善事业
添柴加油。

（作者董配永为全国政协委
员、华夏董氏兄弟集团董事局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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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上午

● 小组会议

下午

● 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

虽然当了60多年全国人大代表，但每次来北京参会，申纪兰仍觉得很激动。从第一届到第十二届，从25岁到
87岁，从驴车到高铁，时代变迁，但申纪兰的信念始终未变：“人大代表就是要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说话。”图为3
月11日，申纪兰代表（前右）与其他代表在会后交流。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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