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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力量办大事

代表委员们认为，中国制度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
立足中国国情、具有明显优势的先进制度。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蔡玲在接受本
报记者时表示，中国制度的最大优越性，是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论是人民
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还是其他各方
面工作，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了执政党的
统一领导，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既可以集思广益，
又能在议事决策之后严格执行，以体制机制推动可持续
发展。如果没有一个统一领导，各干各的，人心不齐，
面临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很多‘硬骨头’问题的解
决就不会这么顺利。”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
认为，中国的制度优势在于权力比较集中，因而能够一
以贯之地长期坚持发展战略。比如改革开放战略，我们
已经坚持了近 40 年，结果成就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综
合国力全面上升的奇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
的政治体制有利于我们提出和长期坚持大的发展战略，
这是西方很多国家难以做到的。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天水市政协副主席马百龄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发展成就，关键在于我们拥有巨大的制度优势，可以
集中力量办大事。“无论是‘5·12’汶川大地震，还是
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很多民众都能切身感受到政府在
关键时刻调配资源抢险救灾的巨大力量，以及保障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的各种努力。可以说，我们的政治制度能
保障并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百龄说。

“再比如，贫困现象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地自

然环境、地理位置、要素禀赋有关，如果没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这些地方显然难以单纯依靠自身
力量在短期内摆脱贫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
扶贫减贫成就显著，每年实现脱贫的人数都在千万量
级，这在全世界都是了不起的成就。”马百龄说。

代表人民的利益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
制度。代表委员们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既根植于中国社会土壤，又坚持
与时俱进，具有强大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
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
路。

令外界印象深刻的是，两会的关注点总是与人民的
关切紧密相关，反映了人民的期待和诉求。两会围绕社
会经济发展中的热点议题进行讨论，并制定相应政策，
保证了整个国家长期健康有序发展。

蔡玲分析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人民政协的政治
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是中国制度优越
性的一个具体体现。

蔡玲举了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重点提案督办。
去年，民建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科技创新的重点提案，
全程亲历提案办理过程的蔡玲认为，这就是深度协商的
一个好的案例。提案的主题是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去年两会后，科技
部安排人员到民建中央来面对面协商，随后又带着委员
们到科技技术交易所进行实地考察；之后，民建中央又
组织委员去提案的承办单位科技部面对面协商沟通；最

后，提案中所提的建议被科技部新出台的相关文件部分
吸收了。

“通过这样的深度协商，我深切地体会到，政协委
员不是‘花瓶’，能够通过相关的制度设计，实实在在
地在履职中推动创新发展，帮助解决问题。”蔡玲感慨
地说。

“当然，要做好深度协商，加强调查研究是很重要
的。要想使建言献策更合实际，代表委员们就要提高自
身素质、珍惜荣誉和使命，通过履职来体现和发挥制度
的优势。”蔡玲说。

持续创新的能力

在代表委员们看来，中国共产党自己探索前进道路
而不照搬任何其他模式是中国成功的重要原因，中国共
产党能够采纳新的理念、思想和政治策略，并以此作为
团结和领导中国人民的方式，因而能不断超越过去的成
功。

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
任叶小文看来，今年的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亮点之一

是专辟一章阐述“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
叶小文说，“协商式监督”是善监督、真监督，但

并非“软监督”。监督依章法，照样有力度、有刚性。
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鼓励敢讲
话、讲真话，尊重和包容不同意见、逆耳之言和尖锐批
评。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
总之，“监督”还能“协商”，正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又一
新创造、新发展。

马百龄认为，中国的制度体系并不故步自封，而是
有着强大的创新力和生命力。“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协
监督等，都是中国体制自我约束、自我完善、不断发展的
重要制度保障。正是在这样一个优越的体制下，中国才能
不断总结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提高发展质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文化走出去，多次作
出重要论述。去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强调，加强和改进中华
文化走出去工作，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创新内容形式和
体制机制，拓展渠道平台，创新方法手段，增
强中华文化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竞争
力，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
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提
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总书记对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视让我备
受鼓舞，如何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创作成作品，如何让国外
观众认可这些作品，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

去年，G20峰会在杭州举行，我作为峰会文艺晚会——《最
忆是杭州》的主创参与了全程。西湖、龙井茶、越剧这些杭州文
化符号通过这场大型实景晚会，给外国嘉宾们留下深刻印象。这
些文化元素之所以能打动外国嘉宾，我想并非只是因为其唯美的
艺术表现形式，更为重要的是《最忆是杭州》的故事建立在人类
共同情感基础之上，因而让他们产生了共鸣。

中华文化走出去需要讲好中国故事。今年春节，我院远赴美
国洛杉矶、圣地亚哥等地开展“欢乐春节”系列演出活动，女子
群舞《山外青山楼外楼》、双人舞《梦寻西湖》等都是有着浓郁杭
州元素的节目。在全部 11场演出中，9场是面向非华人的美国观
众，一些国外观众观后主动和团队说，去年通过G20第一次知道
了杭州这个城市，这次又这么近距离地观看了来自杭州的演出，
心里对杭州充满向往，很想到杭州去看一看。

多年来，这样文化交流的经验和体会也不少。由此，我有几点建议：
一是加强文化交流项目的针对性。应该根据邀请国及团体的

性质与文化背景、政治倾向、当地风俗习惯等，有针对性地选择
演出及文化交流的内容。

二是文化交流的系统化。除主要内容外，应策划衍生的小项
目。比如，同时举办介绍中国文化艺术的讲座，与当地艺术家举
行座谈。条件允许的话，表演团体除在剧场演出外，还可选择性
地在公共场地进行“快闪”表演。

三是将文化交流作为学习的机会。应该将演出与参访结合起
来，如参观当地的博物馆或艺术馆，开阔艺术视野、提高艺术修
养；访问具有代表性的友好艺术家与著名的文化人物，进行专业
上的交流学习等。

（作者崔巍为全国人大代表、杭州歌剧舞剧剧院院长）
（本报记者 尹晓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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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显优势制度显优势 风景这边好风景这边好
本报记者 叶晓楠 王俊岭 申孟哲

刚刚过去的2016年，面对国内外形势的诸多挑战，中国在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外交、科技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一些国家
内部麻烦不断时，中国“风景这边独好”。

中国的发展何以步履稳健？在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看来，这是
因为中国有不少独特优势，尤其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高超的领
导力、高效的决策力和强大的执行力，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

图为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时的大会会场。 本报记者 徐 烨摄

全国两会在京开幕，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3000多名媒体记者前来报道。
南 木摄 （人民视觉）聚焦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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