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伟大事业总是千锤百炼

    这些天的两会上，不少代表委

员落泪了。

他们中， 包括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这个笑称
“肝胆相照，我把胆留在武汉了”的

七旬老人临危受命， 逆行出征，创
造性地提出组建中医方舱医院，收

治患者无一转重症。让他激动落泪

的，是亲历举国抗疫、万众同心的
那一幕幕。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中医药大
学副校长马骏，小组讨论时流泪回

忆：“大年三十， 上海医疗队到武

汉 ， 我们全家坐在电视机前 ，

看到各地医疗队来了 ， 解放军
来了……我 91 岁的妈妈哭起来

了。 她跟我说，她 8 岁的时候经
历过瘟疫，你看看，现在有这么

多人来支援武汉。 你们生在新中
国，真是幸福。 ”

习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

审议时，特别提到湖北十堰全国人
大代表罗杰讲述的那个“多位医护

人员连续奋战 47天，救治一位 87

岁新冠肺炎患者”的故事。 总书记

说：“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

一切代价。 ”

有人说， 每年的全国两会，都

是世界最大的舆论场。 会场内外，

网络上下，提案议案建言库，微博

微信朋友圈……各种观点交流碰
撞，在这里，你可以读懂中国人关

心什么，期盼什么，改变什么，成就
什么！

今年两会上，有一句话被反复

提及，那就是总书记所说的“人民
至上”。

人民至上， 是属于 14亿人的
共同抗疫记忆。 我们看到，为了拯

救生命，整个中国不惜按下“暂停
键”的震撼场景；我们看到，飞机起

降，火车轰响，国家调来最优秀的

医护力量， 最精良的医疗设备，举
全国之力来捍卫人民生命权的坚

定决心；我们看到，全国上下同心，

听指挥、守纪律，自我封闭，“闷死”

病毒的整齐划一……

正因如此，张伯礼代表、马骏

委员落泪时， 网友留言：“感同身
受，全国人民肝胆相照！ ”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不是
一句空话。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

疫情发生以来， 湖北省治愈 80岁
以上新冠肺炎患者 3600多人，无

论年龄再大、 病情再重都绝不放
弃，说到做到。

“网红医生”张文宏阐释重症

治疗的“上海方案”时，也曾这样描
述———“上海方案” 是写在康复出

院的病人身上的，我们集中上海最
好的重症医学， 最好的感染病学，

最好的呼吸病学， 最好的心脏病
学，所有跟这个病有关的医疗资源

全来了，多学科协作，尽最大的努

力救治，这才是“上海方案”的核心
内容。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不设全
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同样是“人

民至上”理念的集中体现。 唯有如
此， 我们才能全力以赴稳就业、保

民生， 为贫困人口打赢脱贫攻坚
战，为全体百姓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梦想。

相比之下，一直标榜民主的西

方国家，却在此次疫情中表现得格
外“真实”。 为了减少对经济影响，

一些国家甚至不惜喊出 “群体免
疫”， 让民众以个体力量去抗衡自

然法则的“优胜劣汰”。 这背后，绝

不是方法之别。

人民至上、 以人民为中心，这

是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最核心的
执政理念，也是世界读懂中国的一

把钥匙。人民最重要的权利就是生
命权和发展权。 以人民为中心，就

是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群众这两个

权利。

从这个角度理解就会明白，同

样面对疫情蔓延与世界经济形势
动荡，为什么中国可以不惜代价保

卫人民健康、 带领人民攻坚脱贫，

而西方国家政客却总是迟疑不决、

推三阻四乃至甩锅弃责，将大好时
机白白浪费。

因为， 在人民利益这本 “大
账”面前，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

“小算盘”。 正如习总书记所言：

“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

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
一位。 ”

    这些天，热播剧《花繁
叶茂》 让我和之前在武汉
采访时认识的小荣联系又
热络了。作为基层干部，他
参加过武汉对口支援西藏
山南产业扶贫， 做群众思
想、推农业产业园、搞乡村
旅游……剧中情节和他的
经历高度契合，“追剧，就
像重温那段扶贫岁月。 ”但
最让小荣难忘的是， 武汉
抗疫最吃劲时， 自己帮助
过的西藏乡亲来 “雪中送
炭” 了，“我作为下沉党员
去服务的社区， 就收到西
藏的鲜肉、鲜菜、矿泉水，

还看到包装袋上熟悉的产
业扶贫标志。”对于这份因
扶贫与抗疫而升华的感
情， 小荣坦言：“不是我们
在做好事， 是这件事反哺
了我们， 它带给我们内心
一种满足和充实。 ”

全国两会上，“脱贫攻
坚” 是最受关注的问题之
一。 政府工作报告里强调，

加大剩余贫困县和贫困村
攻坚，开展消费扶贫，加强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字
里行间，饱含“人民至上”的执政
理念。

作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
的重要节点，今年要达到现行
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并由此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过去 7年间，贫困人口从
2012 年 底 的 9899 万 减 至
2019年底的 551万，贫困发生
率由 10.2%降至 0.6%，这的确
是“中国创造的世界纪录”（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原话）。

数字是感人的，贫困却曾
是具体的。 小荣工作过的西藏
山南，贫困户长年局限在大山
峡谷里，收入有限，经政府和
企业对口帮扶，大批农民靠技
能知识改变了生活，不到 2000

元的人均收入翻了好几番。

“我的一个工作对象除种植作
物、外出务工，还懂得用空余

时间用手机 App 网络直
播， 展现山南的 ‘雪域江
南’风光，没想到收获大量
粉丝， 每天还能收到礼
物。 ”

但像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前驻华代表汉娜·赖德所
言，脱贫受收益递减规律制
约：付出得越多，获得回报的
效率就越低。“想想给手表上
弦，上弦次数越多，发条积蓄
的阻力越大。 ”眼下，中国帮
助的是深度贫困地区的人
们， 帮扶成本之高超出以
往，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可哪怕遭遇新冠疫
情， 党和国家一如既往拿
出强大的落实能力。 “记
住， 中国党和政府是严肃
的。 ”在中央编译局工作多
年的德国专家艾克·克普
夫指出， 共产党领导的政
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制度优势， 凝聚各方
面力量，“这里的 （社会发
展） 原理是个人幸福和大
家幸福不可分割”。如克普
夫所见， 扶贫干部深入一
线精准帮扶， 政府投入支
持贫困户时，6 万多民营
企业参与“万企帮万村”扶

贫活动。 俄罗斯-亚洲工业家
和企业家联盟主席维塔利·曼
科维奇赞叹：“中国经济模式
是包容而非汲取，更在乎人的
尊严与发展， 追求共同富裕。

就像中国领导人常说的，小康
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 ”

事实上，摆脱贫困的中国
农村不止提供就业或商业机
会。 2018年，中国宣布完善水
电供应、信息基础设施和建（改
建）20 万公里农村公路的计
划，次年又组织三级医院“组团
式”支援贫困地区的县级医院。

曼科维奇说：“这不仅是重要的
社会任务， 也是巨大的增长动
力。 数以千万计的脱贫人口能
更多消费，意味着可观的内需。

日益富裕的中国公民， 也刺激
着中国企业去提供更高品质的
商品。 可以说，打败贫困，对中
国的未来有决定性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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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午，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

会议第二场“委员通道”开启，多位全
国政协委员直面热点、为基层代言，

更是频出金句。
“今年雪资源丰富，4月下旬，全

省多地下起鹅毛大雪，但疫情对冰雪
旅游冲击较大。 但我们坚信，伟大的

企业都是冬天的孩子，伟大的事业总

是千锤百炼、历经风霜。 ”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
杨安娣委员 该省是世界三大粉雪基
地之一，希望有缘和大家相约冰雪，

邀请大家冬季来滑粉雪、泡温泉。
“在这里我想代表我美丽的家

乡、热情的乡亲欢迎大家来西藏扎日
乡旅游。 ”

———西藏山南隆子县扎日乡乡
长贡觉曲珍委员 通过三年的攻坚克
难，扎日乡 2018年实现脱贫，现在村

里做好开门迎客的准备。

“全国的地表江河水源等也可以
成为清洁供暖资源，在全国每年约新

增 20亿平方米的建筑， 其中有 1亿
平方米可采用清洁供暖，如果全部实

施，每年可新增节约标准煤 66万吨，

相当于植树造林 36万亩， 可以说这

种方式既节约能源，没有污染，百姓

还可以少花钱。 ”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党委书
记、 董事长宋鑫委员 清洁能源推广

势在必行，央企将继续利用综合技术
优势，充分履行社会责任，服务百姓，

造福社会。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企业就会
稳定，发展就会稳定，产业链供应链

畅通，血液就会畅通，企业的活力就
会焕发出来。 ”

———辽宁奥克控股集团董事局
主席朱建民委员 中央提出“六保”措

施特别提到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

一措施贯彻落实，一定会推动更多民
营企业快速从困局中走出来。

“千变万化的市场违法行为，也终究

逃不过消费者的火眼金睛。 消费投诉公
示，我相信最终能够提振消费信心。 ”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甘霖委员 消费者

也是监督者，数据时代，人们习惯花
钱时先看看消费投诉公示，消费投诉

公示制度还需要加大力度，全面推
行，让信息更公开，市场更透明，消费

更放心。 特派记者 方翔 杨欢
（北京今日电）

第二场“委员通道”今开启

    今天上午，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

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举行，首场大会

上，12位委员发言。在沪全国政协委
员、九三学社上海市副主委、复旦大

学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
院士葛均波表示，每一项国家科技奖

背后，是科学家们“坐”了平均 16年
的“冷板凳”，呼吁“让‘板凳甘坐十年

冷’的专注得到更多褒奖，促进形成

踏实苦干、勇攀高峰的氛围”。

评价标准问题仍待解决
在题为“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为建设科技强国汇聚磅礴力量”的发

言中，葛均波强调我国科技事业处于
最好发展时期，但面临一些问题和挑

战，急功近利、浮躁浮夸、“圈子”文
化等现象时有发生，要激励科技工作

者追求真理、严谨治学、淡泊名利、

潜心研究。2018年度国家科技奖获
奖项目，立项到结题平均为 11.4年，

从结题到提名间隔 4.4年。每项国家
科技奖背后，都是科学家平均 16年

的研究与付出。“有关部委已发文破
除‘SCI至上’，但破解制约发展的关

键科学问题的支撑能力和评价标准

问题仍待解决。要完善与基础研究
特点相适应的保障、评价和激励机

制，加大高校和科研机构保障性经
费拨付力度，建立稳定支持自由探

索的机制。”
葛均波说，要激励科技工作者甘为

人梯、奖掖后学，集智攻关、团结协作。

进一步健全激励科技工作者干事作为
的体制机制，应尊重科技工作者科研

活动主体地位，进一步补齐科研管理
短板，创新支持方式，加大基础研究、

跨学科研究激励力度，提升科技工作
者获得感，切实发挥创新驱动、科技引

领作用，把科技生产力充分释放出来。

给干部群众“吐槽”机会
北京日报社副总编辑李学梅委

员发言的题目是“为基层减负需要

坚持不懈抓下去”。她说，近期，她就
基层减负问题进行调研。一位社区

居委会书记反映，北京的社区居委
会一般是 5至 9名干部服务一两千

户居民，“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

针”，工作任务十分繁重。这次防控

疫情，所有社区干部从大年初二开始

停休，连续百余天没休息，她本人每
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包括在小区

门口执勤和挨家挨户摸排疫情等等。
尽管如此，大家没有一点儿怨言。“他

们表示，基层干部呼吁减负，绝不是害
怕辛苦，而是希望累得值得、忙得有

意义。他们希望，少一点形式主义乱

作为，把更多时间精力用在群众真正
需要的事情上，疫情过后，不再是旨

在体现各部门政绩的考核评比和表
彰，而是转作风、稳心态、促发展。”

李学梅说，要牢牢抓住考核评价
机制这个“牛鼻子”，优化政府部门和

干部考核评价内容和方式，建议各级
政府首先确立“以结果为导向”的考核

标准，把所属部门和下一级政府减负
实效及群众满意度作为关键指标，其

次变单向评价为双向评价，给基层干
部群众“吐槽”管理部门的机会。她还

建议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对减负工作
的监管，严查向下推责的“甩锅”现

象。新闻媒体进一步推广减负经验，
加大对反面典型曝光力度，充分发挥

舆论监督作用。 本报记者 江跃中

向“十年冷板凳”的实干致敬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举行，委员呼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