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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给全国政协提交的提案，题目是
“提高未成年人意外伤害赔偿标准”。

一年来，在各种媒体报道中，我看到了许多
令人痛心的青少年意外遭受伤害的新闻。比如一个
孩子意外坠井，为了营救这个孩子，政府先后投入
了500多人、165台车辆，救援持续107个小时，挖土
20多万方，资金以数百万计，但结果很遗憾。后来我
去查数据，发现全世界每年有近90万孩子死于意外
伤害。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属于未成年人意外伤
害高发区，在儿童死亡的案例中，意外死亡的比例
能占到总数的26%。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社会上还有那么多“吃

人井盖”“夺命渣土车”“危险扶梯”？在我看来，未
成年人意外伤害事故频发，一方面是由于监护人
对孩子监护不利、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不够，另一
方面也是因为意外伤害发生场所的所有者、管理
者的职业训练不够，未能做到及时消除各种安全
隐患。

而这些安全隐患的背后，是我国针对未成年人
意外伤害各方面的赔偿仍是低标准。说实话，现在
的赔偿“不痛不痒”，不足以使有关责任单位重视意
外隐患，导致意外事故不断上演。话又说回来，
无论多少钱都弥补不了孩子的生命，以及这些事
故对家庭和社会造成的影响。因此，国家有必要
采取措施，让隐患排除不利的单位和个人付出高
额代价，让这些人“吃不了兜着走”，用制度设计倒
逼有关方面防患于未然，提高安全保障力度。

过去一年中，在工作之余，我花了大量时
间，调查研究世界各国关于青少年保护的制度规
定。其实，在保护未成年人这件事上，没有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分，也没有城市和农村之分。
因此，除了对当事方的约束之外，我建议在国家层
面建立赔偿制度，不分城镇和农业户口，将未成年
人意外伤害的赔偿金及精神抚慰金提高到现有赔
偿水平的3倍。

事实上，15年前，我就已经写提案关注青少年
了。作为曾经经历过社会动荡的一代，我们这代人
有必要呼吁和推动，在全社会营造保护青少年、教
育好未成年人的氛围，不能再付出成长的代价。

（本报记者 申孟哲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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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服务业占我国
GDP比重已超过50%，成为第一大产业，对
我国经济稳增长功不可没。其中，以餐饮
业、住宿业、家政服务业、美容业、养老等
为代表的生活性服务业更成为影响人们生活
质量与水平的重要产业。

我认为，生活性服务业是女性就业创业
的广阔天地，符合女性自身的特性。据中国企
业家调查系统调查研究，相对于男性，女性领

导者更加坚
韧，重视员工
关系和团队
建设，更加突
出“ 以 人 为
本”的管理理
念和领导风
格，具有柔性
领导力的特
征。她们较
富有同情心，
容易设身处
地为他人着
想 ，善 于 倾

听。她们喜欢合作，善于沟通协商，既重理性
又重直觉。但调查也发现，女性领导者经营
的企业普遍规模不太大，应更好地鼓励女性
发挥自身优势，为中国消费产业升级、为建设
美好中国、为中国人的幸福生活贡献智慧和
力量。

在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方面，国外不少经
验值得借鉴，如法国政府通过与企业、雇主联
合会、投资机构等共同签署“关于促进发展个
人服务业的全国协议”，以及制定个人服务业
发展纲要，完善个人服务业发展政策等方式
引领和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发展。

结合国外的经验与我国的现实情况，经
过对餐饮、美容等行业的初步调研，我建议，
出台生活性服务业的政策与措施，推进生活
性服务业健康发展，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加快
制定生活性服务业中各行业发展战略规划，
健全生活性服务业中各行业的国家标准，不
断完善生活性服务业中各行业的政策法规建
设，加快完善生活性服务业的政策支持体系，
充分发挥行业智库在推动行业创新发展中的
作用，为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本报记者 严冰采访整理）

推动女性建设美好中国
李 兰（民建界别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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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下午，“部长通道”前川
流不息，先后有民政部、环保部等
11 位部长回答了记者 20 余个问题。
现场衔接紧密，这位部长刚站到发
言席上，下一位部长就已经站在旁
边“候场”，没有片刻“空档”。现
场记者人数众多却秩序井然，没有
了 往 年 的 抢 拽 喊 追 ， 多 了 一 分 从
容。说到采访收获，多位记者表示：
大家都说，“干货很多，料很足”。

“部长通道”指的是人民大会堂
北门内的一段通道，因每年全国两
会期间记者们聚集在此抢着向陆续
走 进 来 的 部 长 发 问 而 得 名 。 几 年
前，本报记者跑两会，眼见在记者
的围追堵截中，部长们也多是挥挥
手走过，不发一言。

2016 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
“发话”：“成绩要讲透彻，问题要讲明
白。话要堂堂正正讲出来。不能遇
到事都闷着不讲话、不回应。”

如今的“部长通道”，部长们主
动站到麦克风前发声，回应社会关

心的热点话题。
“‘部长通道’就应该回应大家最

关心的热点话题，这是‘政务公开’的
很好体现。”与周围记者聊起“部长通
道”的变化，一个打扮时髦的“90 后”
小记者快人快语。另一个新华社的
记者赞曰“开放、权威、透明”。

“今年的‘部长通道’开放度更
大，在现场开通了微信公号，收集
公众关心的热点话题，记者扫描后即
可提交。”加拿大中国国际教育电视
台的记者吴双嘉是第一次跑两会，他
听到身边的外籍同事也表示，中国官
员在两会上正式露面回应关切，足见
中国的积极进步。政府越来越自信。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记者朱
晔是第六次跑两会。她告诉记者，

“部长通道”的变化很大，部长们更
加开放、自信地讲成绩说问题。“人
大的工作人员也非常积极联络和安
排，尽量保证记者们最关切的问题
可以得到回应。” 朱晔笑着说，“还
有一个很直接的感受，就是‘部长

通道’的记者更多了，设备更先进
了，多家新闻单位全程现场直播。
毫无疑问，为部长们提供的信息量
很大，这已经是一条黄金通道了。”

“部长主动回应民众关切，更增
加了亲民感。” 意大利 《欧华联合
时报》 社长、总编辑吴敏感慨。“比
如今天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裘援
平在‘部长通道’上关于‘一带一
路’的发言令我印象深刻。作为海
外华文媒体人，希望我们可以通过
媒体的桥梁，为‘一带一路’建设
作出自己的贡献。”

“‘部长通道’是两会期间一条重
要的新闻热线，今年的‘部长通道’更
加公开、透明、亲民。”加拿大新闻社
总编辑、董事长常建国说，中国的“部
长通道”让国家的方针政策更快、更
准确地传递给老百姓。

问到现在的“部长通道”，法新
社 记 者 尼 克 直 接 对 本 报 记 者 说 ：

“GREAT（了不起）！”
虽然今年的全国两会日程刚过

半，但已有28位部长在“部长通道”
亮相。3 月 12 日上午和 3 月 15 日上
午，“部长通道”还将安排部长接受媒
体采访。因此，今年在“部长通道”上
接受采访的部长有望创下纪录。记
者们表示这样虽然很忙，尤其为了有
一个好的机位，往往要提前四五个小
时就早早赶到排队，但是“很值。”

10年来，“部长通道”从两会临时
性设置上升到常态化安排，从“围堵”
到秩序井然，从“拉着问”到“我要
说”，“部长通道”采访方式不断变化，
回答问题更接“地气”，“含金量”也越
来越高。有观察员表示，“部长通
道”吸引了越来越多关注的目
光，已经成为一条通向民心
的“黄金通道”，体现了
政府政策公开、政务
公开的进步，彰
显 了 更 加 自
信的大国
形象。

候场的水利部部长陈雷 《中国经济周刊》肖 翊摄 商务部部长钟山（左）与人大代表一起审查预算报告 本报记者 史家民摄商务部部长钟山（左）与人大代表一起审查预算报告 本报记者 史家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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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通道 本报记者 宋 嵩摄部长通道 本报记者 宋 嵩摄

外交部部长王毅参加新闻发布会 《中国经济周刊》肖 栩摄

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接受采访 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摄

卫计委主任李斌接受采访 人民网记者 翁奇羽摄卫计委主任李斌接受采访 人民网记者 翁奇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