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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失信有痛感

【新闻事件】
为了持续诚信社会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建立了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制度，并且和央行、民航总局、铁路总公司等部门联合，对
名单上的人员采取失信行为纳入银行个人征信，限制其乘坐飞
机、高铁等措施。2018 年 4 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下发通知，进
一步明确对特定的严重失信人禁止其乘坐飞机或者火车。

——摘自本报2018年7月23日第5版
【专家观点】

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能够有效解决当前普遍面临的
“执行难”问题；长远来说，能够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廖怀学
中国应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培育和发展信用服务市场，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信用奖惩机制。
——首都师范大学信用立法与信用评估研究中心主任石新中

【编辑点评】
失信行为会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建设带来“破窗效应”。只有

让失信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才能真正助力信用体系建设。

即将过去的 2018 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
事，让人应接不暇，一件事还没有得到足
够的回味时，新的事件接踵而来。在这个
媒体融合发展的时代，时间和空间不再是
影响传播的主要因素，我们每天都要面对
过载的信息。这一年，“社会经纬”试图发
现这些信息背后的故事。

我们关注社会保障，希望每个人都享
有更好的社会公共服务。当中国逐渐迈向
老龄化社会，如何养老成为了全社会关心
的问题。“老漂族”“以房养老”都是我们
关注的热点。虽然二孩政策早已实施，但仍
有不少人在观望，“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
我们希望社会保障制度能更完善，让年轻人
敢生，也愿生。城乡医保一直以来都是两条
线，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城乡医

保并轨也成为新的发展方向。2018 年城乡
医保并轨吹响了“集结号”。

我们关注热点事件，希望给大众更多
的观察视角。当社会舆论对“小鲜肉”的
批评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一样反对男孩
丢弃阳刚之气。英雄，是时代的印迹，是
民族气质的体现，在国家英烈日前后，我
们采访不同年代的人，倾听他们心中关于
英雄的故事。近年来，个人信息泄露事件

牵动公众神经。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今
天，如何保护我们的隐私是越来越多人的
疑问，我们希望从制度、行业道德以及个
人意识方面加强隐私保护，国家、社会、
企业和个人合力进行。

我们还关注经济、金融、法治等各个
方面，希望让世界了解中国制度和方案。
社保征收由税务部门执行，个人的社保权
益会得到保障。伴随着中国移动互联网迅

速地发展，移动支付受到欢迎，出门在
外，一部手机解决全部问题，中国迈进

“轻现金社会”。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内容，也是每个人的本分，通过
建立失信惩戒名单可以让我们的社会成为
诚信社会，让人们对信用存有敬畏之心。

除此之外，网红、限塑令、中小学生
校外培训等话题都是社会所关心的。人民
日报海外版以让世界了解中国为己任，而

“社会经纬”就是希望通过讲述一个个鲜活
故事，架起沟通桥梁。

2018年逐渐成为记忆，2019年正在扑面
而来。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
年，反映70年中国的沧桑巨变和社会变迁发
展是“社会经纬”的重要使命。而不断发展的
中国社会又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新闻富矿。其中有好的制度和经验，也
有需要探索和改变的体制机制。这就需要我
们深入基层，多观察，多采访，用我们的笔来
让更多的人了解，用我们的行动唤起更多人
的行动，大家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

2019 年，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用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来传播中
国声音，讲好中国新故事，向世界展现真
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以让世界了解中国为己任
张一琪

城乡医保并轨吹响“集结号”

【新闻事件】
2018 年 1 月 1 日，北京、甘肃、江苏扬州、湖北黄冈等多地宣布

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目前，全国 31 个省份出台了城乡
医保整合规划，23 个省份、80%以上地市、11 亿人口、80%参保人
群，纳入社保部门统一管理，一个覆盖亿万城乡居民的基本医保体
系正在形成。

——摘自本报2018年1月15日第5版
【专家观点】

目前，城乡医保制度的统一主要体现为制度统一和医保经办
关系统一。通过规范流程，城乡居民就医更便捷，待遇更公平。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
应建立城乡居民收入与缴费关联机制、缴费与待遇关联机

制、缴费与待遇同经济发展水平关联机制，确保城乡居民医保基
金的长期收支平衡。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仇雨临
【编辑点评】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并轨，将大大提升中国医保制度的公
平性与可持续性，但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要用医保并轨促进
医疗改革，以医疗改革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反腐败工作掀开新篇章

【新闻事件】
2018年 3月 20日上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

会堂举行闭幕会，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监察
法是对公权力监督的重大改革，标志着中国反腐败工作掀开了新
篇章。

——摘自本报2018年3月26日第5版
【专家观点】

在行政监察制度基础上创设独立于行政机关的监察机关，并
赋予其监察权，适应了新时代要求。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
【编辑点评】

用监察法取代行政监察法，有利于实现监察全覆盖，确立了
监察机关独立性。《韩非子》云：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监察
法对行政监察法既是替代，也是升级。它将为中华巨轮继续在新
时代劈波斩浪保驾护航。

迎接人才竞争新阶段

【新闻事件】
2018年2月4日，陕西省西安市186个有户籍业务的派出所共

500余名户籍管理民警集体誓师，坚决打赢为期三年的“人才、人
口争夺攻坚战”。除了西安，武汉、成都、郑州等20多个城市也接
连出台一系列人才引进政策，政策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摘自本报2018年4月9日第5版
【专家观点】

这次“人才争夺战”的发生说明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已经开
始向二线城市、新一线城市甚至是一线城市传导。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林宝
各地应该根据城市发展的各种行业需求来确定人才引进标准。

同时要尊重市场规律，重点是进一步放宽条件，尊重市场的选择，尊重
产业投资者的选择。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李铁
【编辑点评】

这场人才竞争是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和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迎接人才竞争新阶段，要不断推动人才竞争有序发展。一方面
要加强规范引导，避免恶性竞争；另一方面还要引导各城市政府注意
人才竞争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

让人们敢生愿生“二孩”

【新闻事件】
2018 年 6 月 25 日，辽宁省政府印发《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

（2016—2030年）》，提出建立完善生育支持、幼儿养育等全面二孩配
套政策。陕西省统计局6月29日发布的《陕西省2017年人口发展报
告》、湖北省咸宁市 8月 2日出台的全面二孩配套政策，都提出了鼓
励生育二孩的一系列措施。

——摘自本报2018年8月6日第6版
【专家观点】

近年来，中国二孩政策的实施对鼓励二孩生育还是有比较明
显效果的。但从长期看，生育水平存在走低的风险。建立完善的
政策应对，才是根本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
未来生育政策调整应更具弹性，要注重打“组合拳”，不仅要鼓

励人们生育二孩，还要在出生、迁移、就业、保障等多方面作出相应
调整。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陆益龙
【编辑点评】

生育二孩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国家大事。应健全教
育、医疗等方面社会保障，让年轻夫妇从想生变为敢生、愿生。

男性“阴柔之风”不可取

【新闻事件】
“女性柔美，男性阳刚”是中国传统的性别审美标准和性别

气质。近几年来，一些男性在服装、发饰乃至心理上逐渐“女性
化”，性别模糊趋势逐渐加剧。

——摘自本报2018年8月13日第5版
【专家观点】

当前一些娱乐节目、影视作品中确实存在着一股“阴柔之风”。
从媒介素养教育角度看，这会给社会、给孩子造成一种对于性别判
断的误解或刻板印象。

——中国青少年宫协会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波
阴柔文化并没有占据主要或统治地位，仍属于从属地位。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所长邓希泉

【编辑点评】
如何看待当今社会？心态应该是多元包容的。不过，如果青少

年过于沉迷在“阴柔之美”中，审美出现“一边倒”态势，就会产生很
大的负面影响。

社保费用统一由税务部门征收，好

【新闻事件】
今年7月，中办国办印发《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明确

从2019年1月1日起，将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摘自本报2018年10月15日第5版

【专家观点】
由税务部门统一严格征收社保费，短时间内可能造成个人收

入下降，但从长期看对个人有利，因为缴纳的这部分钱依然是有
益于个人的养老、医疗的。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马光荣
在社保费征管水平提高基础上，要尽快启动社会保险费收入

测算工作，准确测算费基、费率和收入底数，根据收入变化，考
虑经济运行现状和国家经济政策导向，把握好优化征管和减税降
费的关系，统筹考虑做实费基与降低费率，实现国家、企业和员
工共赢局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副教授龙朝晖
【编辑点评】

应确保企业和个人负担合理增加，避免“一刀切”，以有利于实
现新旧政策之间的平稳过渡。

做好校外培训机构整改

【新闻事件】
今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

意见》。随后，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做好校外培训机构专
项治理整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务求今年年底全面完成整改。

——摘自本报2018年10月22日第5版、2018年10月29日第5版
【专家观点】

教育改革评价首先要明确评价内容，做到坚持德、智、体、
美、劳并重。同时，要从根本上扭转各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绩观、
学校的绩效观、家长对孩子的成才观，多关注对孩子身心发展有
长远影响的内容。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薛二勇
可以预计，将来高考的命题会更关注学生未来的发展。因此，教育

应更多从孩子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能力和素养提升方向着眼。
——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杨志成

【编辑点评】
应在尊重和把握青少年教育成长规律、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

上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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