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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期间，根据审议讨论的意见，
慈善法草案作出110处修改。3月16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审议表决通过，正式成为中国第一部
公益慈善领域的基本大法。那么，慈善法怎
样规范监督管理、如何体现公平开放？本报
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专家。

【信息公开 公众监管】

在现代社会，公益慈善是社会治理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捐赠额超过
1000 亿元，中国进入了慈善事业新阶段，
在此背景下，如何加强该领域的规范监
管显得越来越重要。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
究院院长王名表示，慈善法在监管方面最
大的亮点是，从原有的“入口监管”转向
了“过程监管”。过去我们注重对慈善组
织、活动的准入审批，而慈善法则更强调
利用大数据、公共信息平台，向公众公开
慈善组织活动的信息。

例如慈善法规定，政府民政部门应向
社会公开慈善组织登记事项、具有公开募
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名单、向慈善组织购买
服务的信息等。同时，慈善组织应当每年
向社会公开工作报告、向社会公众募捐情
况和慈善项目实施情况等。

信息公开、平台监管，能够改变原来
由行政部门单一监管的模式，使监管主体
更加多元。无论是捐赠人、行业性组织、
媒体，还是更广大的社会民众，都可以通
过信息公开，来行使对慈善活动的监督职
责。这样一种新型的监管体制，会让中国
未来的慈善生态产生重大转变。

【公平对待 有规可循】

王名认为，对于慈善机构和组织来
说，慈善法是一部呈现出公平与开放姿态
的法律，是在制度性上做了规范。

所谓公平，是指无论是对所谓具有官
方背景的慈善组织，还是对来自民间“草
根”力量的慈善组织，都一视同仁地对待。

“无论背景是什么，进入慈善领域，
都要有规范，这个规矩是统一的。”王名
表示，对于官方机构来讲，慈善法的出台
会促进其自身内部的改革；对来自“草
根”的普通民间慈善力量而言，慈善法为
其树立了标杆，能够督促其提高标准和要
求，更好地为慈善事业服务。慈善法出台
后，社会对慈善组织的公信力、透明度的
高要求将会逐步实现，慈善组织运作不够
透明的问题也会得到解决。

可以说，慈善法的出台最重要的价值
在于，开始令慈善组织有了基本的规矩，
并将其发展引导至良性轨道。慈善法的根
本目的在于令我国的慈善事业有规可循、
健康发展。

【过程细则 皆显开放】

慈善法体现出的开放姿态，既包括立
法过程的进步，也包括法律条款的一些内
容。

慈善法的出台“十年磨一剑”，这一

从无到有的过程，是一次“开门立法”的
创新。无论是在认识上、实践上，还是在
立法模式上都具有突破。

慈善法并未限定慈善主体，那么，哪
些个人和团体可以做慈善？做慈善的准入
门槛是否变高？王名表示，慈善法大大降
低了做慈善的“准入门槛”。法律规定，
致力于慈善事业的社会团体，在机构登记
注册成立之日起，即可开展定向募捐，只
要运作规范，两年后就可以获得公开募捐
的资格。而且，慈善法着重强调的是对慈
善募捐活动进行规范，但并不禁止个人求
助和社区内部互济互助活动。

无论是国内公民还是世界慈善力量，
我们的制度都没有将其排除在外。王名
说：“慈善本身不分国界。”只要是有利民
众、有利社会的慈善力量，都能够在慈善
法的规范下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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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两会时间”，人民

大会堂北大厅“部长通道”成为一

条“新闻热线”。各部委负责人40

余人次先后在此亮相，坦诚与媒体

互动，回应民众关切，向世界展示

更加开放自信的中国。

中国将释放更多慈善力量
本报记者 李 贞

3 月 16 日 ，
西藏各地举行春
耕仪式，撒播春
天 的 第 一 粒 种
子，祈盼丰收安
康。

图为西藏日
喀则江孜县村民
在年楚河畔举行
春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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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记者王优玲） 记者 16 日从商
务部获悉，今年前两个月，我
国 非 金 融 类 对 外 直 接 投 资
1959.7亿元人民币 （折299.2亿
美元），同比增长 71.8％，其
中，2月当月新增投资179亿美
元，同比增长1.5倍。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两个

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国
民经济 20 个行业大类中的 18
个，其中，投资额在10亿美元
以上的行业有 9 个，上年同期
仅有 4 个；我国企业对“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 22.3 亿
美元，同比增长 41.1％；流向
装备制造业的投资达 18.2 亿美
元，实现了近两倍的高速增长。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6 日
电 记者 16 日从教育部获悉，
为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
字，我国 2015 年启动中国语言
资源保护工程，目前已按计划完
成 81 个少数民族语言（含濒危
语言）调查点、53 个汉语方言

（含濒危方言）调查点和32个语
言文化调查点的工作任务。

根据计划，语保工程将用
5 年时间完成。该工程的目标
是对语言和方言进行调查、采
录、整理和加工，建成大规
模、可持续增长的多媒体语言
资源库。

今年前两个月

我国对外直投增71.8％

81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完成81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完成

春季里，位于福建省永定县下洋镇
初溪村的初溪土楼群别有一番景致，吸
引着南来北往的游客。初溪土楼群由五
座圆楼和数十座方楼组成，依山傍水，
错落有致，是中国土楼的代表之一。图
为3月16日拍摄的福建初溪土楼群。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俯瞰土楼

据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记者孔祥鑫） 记者 16 日从北
京2016年重点工程动员会上获
悉，今年，北京市确定了 210
项重点工程，总投资 1.2 万亿
元。工程涉及京津冀协同发
展、环境提升、市政设施建
设、民生改善、“高精尖”产

业等5大类项目。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中之

重，共有 36 个项目，具体包括：
友谊医院顺义院区等 5 个新建
项目；天坛医院迁建工程等5个
续建项目；北京市行政副中心 2
个建设项目，以及 24 个交通、
能源一体化建设项目。

北京1.2万亿打造210项工程北京1.2万亿打造210项工程

华为蝉联全球企业专利申请榜首
据新华社日内瓦 3月 16日电 （记者凌馨、张

淼）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6日在日内瓦总部发布公报
说，去年向该组织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创下新纪
录，共达21.8万件。美国仍是申请量最大的国家，而中国
增长最快，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则在企业界蝉联首位。

公报显示，2015 年全球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专利合作条约》框架下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比前一
年增长了 1.7％。其中，美国共提交约 5.74 万件申
请，日本和中国分别以约 4.42 万件和约 2.98 万件位
列第二、第三位。

企业专利申请排名方面，华为以 3898件连续第
二年位居榜首，美国高通公司和中国的中兴通讯分
别以2442件和2155件位列其后。

就我一渔船在阿附近海域被击沉

中方要求立即彻查通报详情
据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3月15日电（记者叶

书宏） 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 15 日证实，“鲁烟远渔
010 号”中国远洋渔船 14 日在阿根廷丘布特省附近
南大西洋海域遭阿海岸警卫队枪击后沉没，船上人
员全部获救，未发生人员伤亡。

据了解，“鲁烟远渔 010号”是在阿专属经济区
以外海域沉没的。目前，各方对渔船是否越界作
业、是否存在过度执法等问题仍存有争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表示，外交部和中国驻
阿使馆已紧急向阿方提出交涉，对事件发生表示严
重关切，要求阿方立即彻查并向中方通报详情，切
实保障中国船员安全和合法权益，采取有效措施杜
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世界瞩目
百米通道开启观察中国窗口

这条位于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的百米通道，是每年全国
两会召开全体会议时，国务院各部委主要负责人进出会场
的必经之地。由于记者可在这里与部长们“亲密接触”，
捕捉到最新消息、听到权威声音，“部长通道”的称号从
此流传开来。

“巡视为何要杀回马枪”“多校划片能否解决教育资源
不均衡”……3月3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开幕
前，列席会议的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教
育部部长袁贵仁等 4位部委负责人主动在“部长通道”发
声，揭开了今年“部长通道”的大幕。

5日全国人大会议开幕，7位部长在此亮相；9日，10
位部长在此相继发声；13日，更有11位部长先后回答了23
个热点问题，创下自2007年“部长通道”开通以来的最高
纪录。16日，人大会议闭幕前，又有6位部长在“部长通
道”答问，开放力度空前……

采访 20多年中国两会的法国 《阿尔萨斯最新消息报》
驻京记者梅业表示，除了看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三五”规
划纲要草案，来“部长通道”几乎成了他今年观察两会的
最佳窗口。

“能集中时间、面对面与中国部长们交流，简直太方
便了。”

如此零距离接近部长，让很多国内“老记”也大呼过
瘾。“跑两会十多年了，今年各部委负责人接受采访的频
率明显增加，部长们的回答很解渴，很接地气。”中国教
育电视台记者邹德智说。

从最初记者“追逐围堵”部长采访，到 2008年起在部长
和记者之间拉起隔离线；从 2010年起指定记者邀请部长在
通道发声，到如今更多部长主动走上通道答疑，百米通道开
启了世界观察中国的一扇重要窗口，也因越来越规范、有
序、高效的采访环境得到媒体和部长们的广泛认可。

主动发声
“部长通道”成权威发布重地

“部长通道”年年开启，但今年变化更多、热度更高。

“今年是部长们参与度最高的一年，更多部长愿意
积极主动在通道发声。”连续 3 年在“部长通道”负责
现场管理的人大会议新闻中心工作人员朱恒顺对记者
说。

今年的通道上，有的部长约定好来通道后，为避免堵
车等意外因素“爽约”，甚至早上8点就到达北大厅；有的
部长因时间限制未能回应记者们提出的问题，专门委托新
闻中心工作人员联系提问记者，在会议结束后专门送去相
关回复；有的部长这次没答完的问题，当场和记者们约好
下次通道再见……

“部长们是主动发言，回答问题的时间很长。”今日俄
罗斯通讯社记者罗佩卓说，他第一次来中国报道两会，感
到“部长通道”简直就是媒体挖掘“硬货”的小型新闻发
布现场。

中国日报记者杜娟表示，今年的“部长通道”从形式
到内容都有很大改变，部长们回答问题坦率真诚，有的还
展现出幽默的一面。提问不设禁区，对敏感问题不回避。

“我想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体现。”
从“被拉被堵”，到主动向前；从只言片语，到反复

沟通。百米“部长通道”上中国政府部门“掌门人”的变
化，向外界充分展示了一个更加开放自信的中国。

“干货”问答
推动公众与政府良性互动

“火药味”十足的问题，是今年“部长通道”最鲜明
的亮点之一。记者粗略估计，各部委“一把手”们今年在

“部长通道”回答了记者轮番抛出的近百个问题，几乎道
道切中中国经济发展和民生要害。

“我从 2008 年开始连续参加两会报道，今年是‘料’
给得最多的一年。”香港凤凰卫视记者陈琳如此感慨。

问不避讳，答不避难。
在“部长通道”上，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杨焕宁回应

了深圳滑坡事故调查情况；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回应
了营改增进展计划；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回应
了北上广深房价暴涨问题……

“‘部长通道’已经成为部委回应民生关切的重要
‘发声地’。”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教授杨凤娇认
为，部委“一把手”从被动回应采访到主动发声，把重要
的问题拿到台面上公开讨论，体现出他们对媒体重视程度
不断增强，与公众沟通的意识不断增强。

部长和记者“零距离”交流，是一种公众与政府部门
的良性互动，有助于提升政府的公信力，让人们对更加开
放自信的中国充满了信心。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公共外交研究室主任周庆安
表示，“部长通道”并非第一次，却有望成为一次标志性
的正面示范，“希望这种制度能够延续下去，推进我国政
府部门新闻信息发布的进一步制度化。”

（据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记者刘东凯 韩洁 罗
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