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政协委员朱永新近日在《人民日报》撰文谈历经10年
两会心得时说：城乡约每67万人分配1名代表名额，很不容易；
也许小组多你一个少你一个问题不大，但是，你的不称职就意
味着67万人的缺席，你的失语就意味着67万人沉默；也许，多
提一个提案、建议不会影响大局，但一个又一个脚印才会踩出
坚实的道路。

“你的不称职就意味着67万人的缺席”，这话说到了被代表
的民众的心坎里。全国民众关注两会，不仅因为两会是中国政
治、经济、文化政策的酝酿场，政策调整与走势攸关国计民生；
也不仅因为两会是代表委员激辩的场所，道理越辩越明，改革
共识越辩越清晰；还因为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建议、发言中，
应该有民众的声音，民众希冀代表委员们把此前征集到的民声

带上两会，为民众利益鼓与呼——民声、民意不能缺席两会。
做一名称职的代表委员不容易，就像朱永新委员总结的，

要立足专业背景，立足中国国情，立足民间社会，“将国家大事、
百姓生活、网络民声整合起来，不能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走马
观花”。由于涉及法律法规、财政预算等专业性问题，还需要代
表委员能够俯下身去向专业人士请教学习，掌握跨专业的知
识，熟悉跨行业的社情背景。

多提或者少提一个提案议案，似乎不会影响大局。但是多提
一个提案议案，就是多踩出了一个脚印，须知，“一个制度的建立需
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更多的代表委员去踩脚印。
两会期间，代表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你身后的67万人不愿意、也
不可以缺席和沉默。 （原刊于3月4日《广州日报》，本文有删节）

声音

No.1
博主：＠新闻法眼：

微博内容：建议：1.不要只盯着一些明星，变味
成“星闻”；2.不要只盯着女代表委员，聚焦什么带
着吃奶孩子参会的“花边”；3.报道少数民族不要只
盯着女代表委员的漂亮服饰，这不是歌会；4.不要
只盯着几个高官及后代；5.两会报道应以代表委员
的议案提案发言是否关乎国计民生为要。

E哥点评：关注民生，关注百姓，是媒体的责任，
是人民的期盼，别把两会报道娱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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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微博

盛光祖：“我支持大部制改革！”
“你是不是最后一任铁道部长？”针对新华社

记者的提问，全国人大代表、铁道部部长盛光祖4
日下午表示：“我现在还不太清楚，是不是最后一
任不重要，关键是根据国家的需要。我支持大部
制改革！” 新华社

用制度的笼子“关住”腐败
全国人大代表朝克：从历史看，“运动式反腐”尽管一时轰轰烈烈，但

终究难逃“人去政息”；从现实看，网络反腐呼声很高，但也频频遭遇缺少
制度支撑的瓶颈；从国外反腐经验看，从制度上规范约束权力，强化监
督，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唯有把群众的反腐热情和巨大能量纳入制度
的轨道，推进反腐制度建设，才能釜底抽薪、直指要害，持久发挥遏制腐
败、打击腐败的有效作用。

No.2
博主：＠薛蛮子

微博内容：如果我是代表委员，我提议
打拐必先打买。微博打拐越有效越说明制
裁拐卖立法不够有效，没有打击到拐卖儿童

犯罪的要害。没有买家，就没有市场。丢一个儿童，要几家人的命。买方市场是拐
卖犯罪屡打不绝的根本原因，清除拐卖儿童的毒瘤必须严格控制买方市场。打拐必
先打买，刻不容缓。

E哥点评：蛮子的这个建议靠谱。
新华社中国网事《E哥有话说》

两会拉开大幕，细心的公众会发现，过往那些
轰动一时的社会热点事件，很多都进入了代表委员
的视野，甚至被写入提案议案，进而成为搅动两会
舆论的热点。

比如，“房姐”龚爱爱事件，让公众对以户口和
身份证为核心的公民信息制度打上了问号。今年
两会，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冯国勤和陈海刚联名提
案，建议加快唯一性公民信息全国联网体系建设。

又如，对温州虐童事件，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
建议，“尽快制定和完善虐待儿童罪”，给孩子一个
健康放心的成长环境。

此外，诸如土壤污染数据公开、失独家庭等问
题，均引起两会代表委员的高度关切。可以说，大
凡牵动公众舆论的热点新闻，许多也在两会上散发
出新的热量，引发新的思考。

代表委员能够回应社会热点事件，无疑具有
积极的意义。一方面，舆论热点进入两会议题，
可以引起各个层面的关注和重视，形成更为广
泛的社会共识。一般而言，舆论的喧嚣冷下来
之后，新闻背后的那些制度性缺陷，往往并没能
完全消失，很可能，因为舆论的热度，很多制度
因素还会由于应急处理的需要，而被有意无意

地隐藏起来。
因此，代表委员多一些问题意识，多回应一

些社会热点问题，多从社会热点中择取建言献
策的“由头”，并从制度上“拾遗补阙”，会延续新
闻产生的社会影响，推动事件的后续发展，推动
制度层面的解决。这样的良性互动最终将惠及大
多数的民众。

另一方面，代表委员主动回应社会热点，也体
现了一种认真履职的姿态。有了这样的姿态，才
有可能真正为人民代言，纾解民众焦虑。事实上，
代表委员从社会中来，服务于大众，本来就应该是
代表委员的职责所在。

毕竟，一个事件能够成为社会热点，必然有着
复杂、深刻的社会背景。在两会这样重要的参政
议政场合，代表委员不应该无视这些热点。

当然，代表委员援引社会热点进入两会话语，
还应该多做一些扎实的调研工作，惟其如此，才有
可能高于一般公众的认知，以更开阔的视野、更丰
厚的背景，提出更合时宜、更便于操作的制度性解
决路径。

从十八大到全国两会，吹响了实现“中国梦”
的号角。实现“中国梦”，应当有一种踏实的态

度，一步一个脚印去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关注
社会热点并非在两会主题外节外生枝，而是两会
应有之义。热点事件和热点话题是社会问题，尤
其是民生问题的集中体现，所以我们期待更多社
会热点得到两会回应，从而推动这些问题尽早在
制度层面解决。

（原刊于3月4日《新京报》，本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