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月的北京，故宫东华门城墙外，一树
玉兰，含苞待放，酝酿着春天的朝气、活力与
希望。
今天，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

盘点两会新闻，新质生产力、“第二十条”在
盛会中次第绽放，成为当之无愧的“盛会热
词”，照亮了生机勃勃的春天。
新质生产力，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也

昭示了这个时代特有的朝气、锐气和进取心。
究竟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最通俗的说

法是，新，就是创新；质，就是质优，新质生产
力就是高质量的先进生产力。
无疑，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质的跃迁，

是以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摆脱了传统增
长路径，符合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
产力，也是数字时代更具融合性、更体现新
内涵的生产力。
从本质上看，新质生产力体现了高质量

发展观。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
新技术风起云涌，催生了一批新业态、新事
物、新模式，提升生活品质，改变生产方式，
拉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巨大优势和巨大
潜能，无可比拟。
事实上，新春伊始，中国外贸展现好势

头。以电动载人汽车、太阳能电池和锂电池
为代表的“新三样”，乘风破浪，扬帆出海，势
不可挡。“新三样”走俏海外，秘诀何在？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

龄院士讲述的一个小故事，见微知著。不久
前，他走访上海交大校友、宁德时代董事长
曾毓群所在企业。丁院士问，为什么锂电池
能做到全球最好？答复是，中国有非常强大
的电化学基础研究；领先，得益于国内电化
学的持续发展，得益于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
整个产业发展。诚哉斯言！
未来，大国竞争的核心是科技竞争。发

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科技创新，需要战略定
力，需要强大的基础研究和人才支撑。因此，
新质生产力将涵养出独特的时代气质——
全社会崇尚科学、尊重人才，担当实干、埋头
苦干，始终保持自立自强、踔厉奋发的精、
气、神！

“第二十条”，首次出现在“两高”报告
中，昭示着法治中国守护、捍卫公平正义的
坚定决心。
不久前，“第二十条”还只是春节大热电

影。之所以大热，是因为，法，不能向不法让
步；面对公平正义，虽千万人吾往矣，流淌在
中华民族骨子里的血性、道义和朴素价值
观，令人血脉偾张。
全国两会上，“第二十条”出现在最高法

向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提交的工作报告中，这
是国家对社会大众“朴素正义”的积极回应，
是法治中国以“能动司法”捍卫公平正义的
明确宣言，向全社会传递崇尚法治、厉行法
治、捍卫法治的强烈信号，有力彰显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独特优势和治理
效能。

数字时代，如何实现“第二十条”公平正
义的价值取向？与之相匹配，是数字法院的
打造。数字法院，不仅仅是技术变革，更是理
念、思维、机制的根本性改造，通过综合运用
大数据思维，实现司法领域重塑性变革——
全面数字赋能、全程预警监测、保障适法统
一、提升司法质效。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
所必需的法治体系和法治能力的现代化。
在上海，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全面推

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
法，已是全社会自觉实践。
今天，上海代表团的全体代表，圆满完

成大会各项议程之后返回各自工作岗位，带
着春天的朝气、活力与希望。
江南三月，草长莺飞。生机勃勃的春天

里，撸起袖子加油干，不负韶华，不负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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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汤亮带来

的一份建议中，谈到了公共厕所中坐厕和

蹲厕的比例问题。

汤亮说，现在许多新建和改建的公厕，

都减少了坐便器的数量，增加了蹲便厕的

数量，导致出现以前少见的老年男子排队

候厕的现象，原因是都在等坐便器的空位。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上了年纪的老

人，一般都有一些老年性疾病。如厕时不

要说蹲不下来，即便蹲下来，起身时就会头

昏目眩，立足不稳，严重时还会突发心脑血

管疾病。

在全国两会这样高规格的议事场合，

提这样看似细微的建议，可能有人会觉得小

题大做。但个人感觉恰恰相反，这背后是一

名全国人大代表的百姓视角和民生情怀。

优化坐厕和蹲厕比例的“小”建议，其

实是城市适老化改造的大问题。中国的城

市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但是适老化公共

设施建设仍显滞后。有的适老化改造只追

求光鲜亮丽的表面效果，与老年人的实际

需求脱节。除了厕所，汤亮还关注到其他

不少适老化设施存在的细节缺陷：比如一

些公共区域的健身器材，多年来缺乏维修

更换；一些城市十字路口的高架桥加装自

动扶梯工作进度慢等等。为此，汤亮建议，

为了有效发挥政府每年投入在适老化公共

设施上的资金使用，决策前应当征求城市

老年人的意见。

公共厕所大家都上过。老实说，我每

次找的都是蹲便器，因为坐便器总感觉不

够卫生。可能这也是改造后坐便器减少的

原因，应该说也是出于好意。但俗话说两

害相权取其轻，相比“不便”“不适”，“不能”

更应受到重视。

城市生活有多丰富，城市治理就有多

复杂，必须综合考量各种群体的利益，求得

最优解。这可能是这份代表建议带给我们

的另一重启发。

一年一度的植树节即将来

临。植树造林不仅美化环境，在

倡导低碳生活、绿色生活的今

天，具有现实环保意义。今年两

会上，不少代表委员表示，要通

过绿色低碳宣传，不断增强人们

的绿色低碳意识。

“低碳经济”“能源革命”“碳

市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

次大篇幅提及与“双碳”相关内

容，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绿色

低碳发展的推进，需要进一步

倡导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式和生

活方式，像垃圾分类、节能降

碳、开立“个人碳账户”等，应成

为生活新风尚。

逐“绿”而行，向“绿”而兴。

绿色生活风尚要从每个人、每个

家庭、每个社区向外延伸，走进

社会的方方面面。

不久前，虹口区嘉兴路街

道开展“低碳生活新时尚”学雷

锋便民志愿服务活动，邀请虹

口区绿容局垃圾分类宣讲志愿

者向社区居民开展科普宣讲，

开展垃圾分类相关活动，用瓶

子做菜园、用废弃物品做环保

作品，传播垃圾分类知识。在

我们身边，更多的绿色实践还

在互联互通，成为可触可感的

应用场景，走进现实生活。

“植”此青绿，不仅是植绿

护绿，更是让绿色化、低碳化的

生活方式“植”入人心。从今年1月 1日

起，《上海市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促进条

例》正式施行，条例中提出优化生活垃圾

分类投放环境和便利化程度，强调可回

收物精细分类，体现了上海生活垃圾分

类“升级版”的要求。通过向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生态平衡的绿色低碳循环模

式转变，更好地指导市民践行绿色消费

理念，让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乐享绿色

低碳的奇妙与美好。

绿色低碳不只是展望期许。绿色理念

浸润着人们生活中的每个细节，推动美丽

中国目标越来越成为现实。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华

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提出《关于加强社

会与情感能力培养 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和

幸福成长的建议》。我以为这个建议值得全

社会高度重视。现在的  后、  后还有不

少可回忆的童年岁月，而今的中小学生，长

大后又有多少值得回忆的美好时光？我家

娃和他的同学们，每天作业做到很晚，让他

们痴迷的爱好似乎只有电子游戏。我听他

描述学校里的同学交往，观察他和他身边的

同学们，正如梅兵代表所关心的，他们缺乏

社会与情感的能力。

那什么是社会与情感能力？经合组织

（    ）的高级专家认为，这包括任务能

力（责任感、毅力和自控力）、情绪调节（抗

压力、乐观和情绪控制力）、协作能力（共

情、合作和信任）、开放能力（包容度、好奇

心和创造力）以及交往能力（乐群、果敢和

活力）。说实话，这些能力，我们的孩子都

是较为缺乏的。

如何把更多的时间还给孩子，如何为他

们创造更快乐的童年，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

命题。除了切实执行好“双减”措施，孩子们

渴望的快乐，学习之外有益身心的游戏、爱

好，我们要还给他们。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李

静、陈宏斌，全国政协委员李国华不约而同

提到：课间十分钟，请把孩子们放到操场上

去。这样的提议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究竟是

什么让教育主管部门、校长们裹足不前，值

得全社会深思。

梅兵代表提到，《中国教育现代化    》

将“更加注重全面发展”作为推进教育现代

化的基本理念之一。社会与情感能力作为

一种重要的非认知能力，关乎青少年的幸福

成长、关乎人的终身发展。

这个道理其实并不难懂。走进  时

代，我们必须凝聚起全社会的共识和合力，

严肃面对这道必答题。

■ 故宫城墙外的白玉兰含苞待放迎春来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