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数据”引领中国前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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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烟灰缸撤走”将公民责任留下
针对一些全国政协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和酒店走廊抽烟，

医卫界90位委员共同发起倡议：“开会时把烟灰缸撤走”。E
哥想说，面对雾霾压城、河道污染、城市拥挤等问题，我们在
要求政府加强治理的同时，也从自身做起，负起一个公民应
负的责任。 新华社E哥有话说

只争朝夕齐治霾
生态环境关系人民福祉，关乎子孙后代和民族未来。对

于雾霾，对于其他污染，必须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来加紧治
理。十八大已经提出建设“美丽中国”，而“十面霾伏”更迫切
需要我们抓紧采取行动，套用一句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
转，光阴迫，十八年太久，只争朝夕”。 新华社中国网事

3 月 5 日，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关于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投入，依
然十分亮眼。

有一系列数字为证——目前年度财政性
教育支出总额已经超过2万亿元，今后还要继
续增加；今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继续
提高10%；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
政补助标准提高到280元；人均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经费标准提高到 30 元；要继续加大“三
农”投入……

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占财政支出的比
例；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均保持着持续增
长。“民生红利”就蕴藏在这一串串翔实的数据
中，蕴藏在这些数据的变化轨迹里。以企业退
休人员养老金而言，2004年，人均还只有每月
700元，到了现在已升至1721元。

让每一个人都能切实感受到社会的变化，
分享现代化的红利，既是政府的责任所在，也
是民众的正当权利。

尤其是纵向来看，从以往的“GDP至上”到
这些年来的“民生优先”，乃至适度普惠的社会
福利制度安排，这样的转型来之不易，值得格
外珍视。

一方面，这一转型体现了政府执政理念的
主动求变，回应民众关切。尽管个别地方某种
程度上依然存在“调高增速”的政策倾向，但从
整个发展的语境看，“科学发展”理念之下，不
再强调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经济增长，则是毫无
疑问的共识。

另一方面，这一转型也与民众及舆论这
些年来持续不断的追问与表达有关。全民共
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改变以往补缺型的社会
福利……可以说，强调民众权利的诉求表达，
以及政府与民众在这一问题上的良性互动，共
同推动了社会共识的达成。

当然，客观地讲，尽管变化明显，愿景美
好，但未来在改善民生方面仍面临着诸多严峻
挑战。环境污染、房价畸高、好的学位难求、贫
富差距加大等，若不及时破解这些问题，必然
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困扰，甚至会部分抵
消已取得的发展成就。

政府工作报告对此也有阐述，“教育、就
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
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
利益的问题不少，部分群众生活困难”，这些
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乎民众的生活福
祉高不高。

因此，必须持续不断地释放“民生红利”，
并切实推动社会福利转型，让民众感受到经济
增长带来的幸福感。

具体而言，要从资源禀赋的高度认识“发
展主义”的局限，下决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继
续践行民生至上的发展理念，以改革释放民生

红利；要通过法律制度的形式来保障政府在
社会福利方面的增量投入，以实现可持续、制
度化。

换届之年，这一串扩大民生投入的数据，
无疑也是“民生优先”理念的“接力”。“民生数
据”指引着未来几年的发展，要“使发展成果更
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缩小收入分配差
距，加大民生投入，无疑是改革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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