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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监督

改革有雷区，讨论无禁区
公众喜欢围观两会，记者喜欢“跑”两

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两会氛围的自由与
开放，很多平常看起来很“敏感”的问题，到
了两会都被“脱敏”了，都能从高官口中得到
答案并成为话题形成讨论。比如对于“敏
感”的人事安排，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说，入
选政治局常委只是个传说。三亚官员回应
了权贵云集三亚度假的话题，贵州官员回应
了茅台推高三公消费的话题，还有官员子女
出国留学、裸官、官满为患等话题都有热烈
的讨论。敏感话题被“脱敏”，天没有塌下
来！反因为不遮不掩和正面澄清，提升了政
府公开透明的形象。讨论无禁区，创造条件
让人们批评和讨论，深化改革才能以最少的
成本、最小的阵痛获得成功。

——《中国青年报》

代表委员真知灼见不应
成“流星”

年年“两会”，今又“两会”。每逢此时，
总有一些代表委员的真知灼见引起公众的
强烈共鸣。然而，遗憾的是，这种“聚焦效
应”虽然推动了诸如“利息税”等许多问题的
解决，但多年以来总有很多目光如炬的建
议、提案或议案，在“两会季”如流星划破长
空后，便怅然归于沉寂与落寞，或者如泥牛
入海杳无音信，或者遭敷衍塞责胡乱打发，
而其所针对的现实问题依旧、民怨依旧。究
其原因，无非有二：一方面，当然是出在职能
部门身上。另一方面，我们一些代表委员亦
当自省：一些代表委员有点“取巧”，往往将
最近媒体关注的热点新闻搬来作为自己的

“素材”，过于追逐热点、眼球，自己思考不
足、见地有限，这样重复性的提案议案，不仅
让人审美疲劳，也浪费公共资源。

——《广州日报》

吴邦国委员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
指出：“要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办好中国的事情，
要立足中国的实际，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走
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
亿人口、56个民族、底子薄、起步晚的发展中大国，
能够保持政局长期稳定和社会和谐，能够维护国
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能够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
续快速发展起来，关键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
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
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
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就是要深刻
认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特征，理直气
壮地坚持自己的特色，充分认识我国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本质区别，在
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到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旗帜鲜
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代表们认真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一些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要进一步发挥我国社会主
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
安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

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审议24件法律、法
律解释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其中通过
14件，4件提请这次大会审议。对此，参加人代
会的代表们给予充分肯定。

全国人大代表、中航黎明锦西化工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谷文涛说，现在立法和修法
工作难度越来越大，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
要求也越来越高。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
法方面下了很大工夫，成绩卓著。

“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人大常委会
去年立法工作的显著特点。”全国人大代表、首
都经贸大学副校长郝如玉说，“如在修改个人所

得税法时，将草案向社会全文公布征求意见，并
征求各有关方面和专家学者的意见，集思广益、
广聚民智，最后使个税起征点由公开征求意见
时的3000元提升到3500元，这一过程充分体现
了民主立法精神。”

代表们认为，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工
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多种形式
加强监督工作，采取联组会议和分组会议的方式
开展专题询问，对促进有关部门工作发挥了积极
作用，社会反映非常好。”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吕薇说。

“去年紧紧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和
改善民生、司法监督等主题开展监督工作，更加
紧扣大局、更加贴近民生，取得明显实效。”全国
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甘道明代表说。

全国人大代表、新疆财经大学校长阿斯哈
尔·吐尔逊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对财政预
算的监督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近年来，部

分地方政府有较强的投资冲动，举债融资不
够规范，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题调研，提
出了加强审查和监督的办法，对防范地方性
债务风险起到了重要作用。”

谈起对代表工作的重视，王海林代表深有感
触。他举例说：“我在昨天上午的小组审议中提出的
一条建议，晚上就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详细回复。”

人大代表在审议时指出，坚持和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重要内容，是党和人民赋予的义不容辞的光荣
使命。安徽淮北师范大学学报主编余敏辉代表
说，中国的发展进步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
有巨大优越性，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坚
持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安庆市委书记朱读
稳说，报告对今年的立法和监督工作等作了具
体安排，目标明确、措施具体，为今年做好各项
工作指明了方向。

要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解读人大代表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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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财经频道近日发布了“2011～2012
经济生活大调查”。这项有全国10万公众参
与的调查显示，2012年，中国百姓对预期自己
的收入会增加的比例达到了 54.4%；与此同
时，高达 65.25%的受访者选择了希望未来收
入状况能有所改观。

另据《中国青年报》给出的一项两会民意
调查也显示，住房、收入和医疗成为青年最希
望两会关注的三大问题。两项调查的受众，
应分属不同群体，不谋而合的调查结果表明，
在提升收入这一问题上，民众的感触是高度
一致的。就提升收入而言，现实状况只能用
难尽如人意来形容。比如，2011 年个人所得
税改革后，所覆盖的工薪收入者只有7%左右。

当然，正像一些专家一再“谆谆教诲”的
那样，大规模减税是个宏大而复杂的命题，不
能仅盯着个税起征点提升。事实情况也的确

如此，正像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所说的那
样，现在总体的税制结构里面，直接税比重明
显偏低，间接税比重比较高，间接税的特点就
是在消费品里面含税。过去一般的民众没太
感受到，但这些年随着纳税人意识、公民意识
提升，还有信息透明度的提高，一旦老百姓知
道馒头里也有税，其他消费品中也有税，对于
税收的不满就明显地高涨起来了。

现在的问题是，已经有相当多的民众知晓
了“每件购买的商品里都有税”的事实。基于此，
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税负，增加直接税、减少间
接税，降低民众的税务负担，全面推进结构性减
税，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尤其应该成为相关
方面致力于解决的现实问题。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抓紧制订收
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扩大中等收入

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促进社会公
平”。在提高民众收入方面，尽快促进“久拖不
决”的《工资条例》及早出台，并在制度层面先
见性地疏解“立法不易、落实更难”的困境，应
该成为相关方面致力于思考并解决的问题。

在降低税负方面，正如贾康所言：“今后
不论是经济相对高涨期还是相对低迷期，都
必须更加注重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的重要
机制之一是结构性减税。”中国国际金融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则称，如果2012年就把财
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控制在10%以内，至少可以
给全国企业和居民减少1万亿元的负担。共
识面前，吁求面前，相关方面如何推进结构性
减税，我们拭目以待。提高收入、降低税负尽
早作为，民众的幸福感会因此水涨船高不说，
压力减少、“手有余粮”的民众，自然也会为扩
大内需贡献更大力量。

上周末，在贵州茅台酒厂举行的“茅台成
龙酒”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及茅台方面对
“三公消费禁喝茅台”提案的看法时，茅台高
管刘自力反应激烈，他反问记者：“三公消费
禁止喝茅台？那么我请问你，三公消费应该
喝什么酒？” （新闻见3月12日《京华时报》）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问者问得似
乎“很在理”，因此还有点“得理不饶人”的味
儿，紧接着逼问记者：“你回答，你不能只点
头，你也得回答啊！”从新闻报道来看，那记者
确实没有正面回答。

然而，三公消费禁喝茅台后就真的不知
道该喝哪一类白酒了吗？换句话说，中国的
公款吃喝消费，不喝茅台，就真的没有白酒可
喝了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其实，是这个茅台高管有意无意地误解
了记者的意思。在我们普通百姓看来，记者
要求或是希望国家三公消费禁喝茅台，主要
是因为茅台是国产白酒中最知名、最高档，因
而价钱也是最高的（特别是后者）。说白了，
记者呼吁三公消费禁喝茅台，就是想通过降
低公款消费酒类的档次而省一点纳税人缴给
国库的银两罢了。要知道，全国两会期间，全
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就表
示，全国政府机关饮酒量每年要喝掉一个“西

湖”。这当然事出有因。比如，我国政府机关
多，而机关多，公务消费自然也就多。既然公
务消费每年那么多，我们就不能想法子在这
样的“国情”下“省一点”吗？

我当然不相信，在此之前，凡公款消费，
所喝的白酒都是茅台，但这也不过是有些地
方政府部门因级别低，如果公款消费茅台，不
好下账罢了。不然，我相信，那一“西湖”就真

的都是茅台，而茅台也就只好转为“公款消费
专用白酒”了。

茅台高管之所以如此有底气地认为中国三
公消费理所当然地就应该喝茅台，原来“我们省
委书记也说过了，如果三公消费不喝茅台，那么
你去喝拉菲吗？”这是什么逻辑？公款消费禁喝
茅台，就想到要喝更高级的——你为什么不说
也可以喝比茅台档次低一些的国产白酒呢？难
道茅台高管包括那位省委书记就那么不珍惜我
们纳税人的血汗钱？就那么希望我们的公款国
帑进行高消费？就那么喜欢乃至期望官员们用
公款搞奢侈甚至搞腐败？说句这个高管也许难
以理解的话，在很多老百姓看来，用公款大吃大
喝，不叫消费，就是腐败！

近段时间，从媒体上不断看到有关茅台
与三公消费高的话题。自己也很赞成不必将
茅台与公款消费联系起来，以及三公消费高
并非就是喝茅台喝出来的观点；或者说，即使
不喝茅台，我国的三公消费估计也低不到哪
里去。但即使如此，既然在百姓看来，大吃大
喝就是腐败，而用公款喝茅台又被百姓认作
是“大吃大喝”，那么，茅台高管包括那位省委
书记为何就不能站在人民利益一边，跟中国
百姓一道，努力降低公款高消费，甚至是与人
民一道反腐败呢？

三公消费应该喝什么酒
□晚报评论员 闵良臣

美堂 图

三公消费不喝茅
台难道喝拉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