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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的老房子

两会影话

沈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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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进委员建议加强物品统一编码体系的建设与推广

一“码”通天下，迎接物联网时代

两会自拍杆

让
世
界
看
到

更
开
放
的
中
国

◎全国人大代表 杲云

更加开放的中国，不仅是世界的期盼，也是中
国的法治实践。2019年3月15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
法》，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这部国家大法，立足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

格局，突出扩大对外开放和积极利用外资的主基
调，聚焦投资促进、投资保护和投资管理的法律制
度构建，坚定推动高水平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确
立了我国新型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体
现了国际最高水平的外资立法。同时，向世界展
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
原则和立场，彰显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气度、力度和
高度，标志着我国基本形成制度型开放的新格局。
外商投资法施行已满两年。综合考虑当前形

势，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外商投资法执法检查
纳入年度计划，及时总结法律实施经验，突出“三
个重点”——投资促进、投资保护、投资管理，深
入分析存在的问题与瓶颈，有针对性提出监督
意见。开展外商投资法执法检查，对于保障法
律施行、监督政府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外商投
资、展示对外开放，均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经济
意义和法治意义。毫无疑问，世界将看到一个更
加开放的中国。 （本报记者 姚丽萍 整理）

本报记者 陈正宝 摄

“业余记者”
动作“专业”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建言取

消“醉驾入刑”，上了热搜。对于这样的观点，

大多数网友都毫无意外地表示强烈反对，认

为对“酒驾醉驾”的人从轻，就是对受害者的

残忍。

取消“醉驾入刑”，我也是坚决反对的。

当一种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违法犯罪大

幅攀升，不是用更严厉的刑罚去遏制，而是建

议减轻甚至取消法律惩处，多少有些荒谬。

但对于代表建议引发热议这一事件本

身，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朱列玉代表是一位律师。作为法律界人

士，他提出这样的建议，并非简单的雷人雷

语，而是有其逻辑的。他有两个理由：一是因

为醉驾被判处的危险驾驶罪已占刑事案件总

数的25.9%，高居首位，他认为醉驾入刑并没

有起到有效遏制醉驾的效果，偏离立法的初

衷；二是因为醉驾被判刑人员，因为有犯罪记

录，个人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甚至子女也受牵

连，比如公务员报考时政审通不过。

由此他建议，将大多数没有造成实际危

害和“主观上无明显恶意”的醉驾行为，用行

政处罚替代，同时建立醉驾罪犯罪记录封存

制度，帮助犯罪者重返社会。

朱列玉代表的观点，遭到猛烈抨击。有

网友注意到他已经是连续第二年提出这样的

建议，为此愤愤不平：“第一次提的时候就该

把他给取消了！”

其实大可不必。两会是议事厅，也是舆

论场，朱列玉的建议，或多或少也代表了一部

分人的观点。作为法律界人士，朱列玉有权

提出不同的法律见解，作为人大代表，这也是

他应该履行的职责和义务。可以不认同，但

应当捍卫他说话的权利。俗话说，理越辩越

明。有质疑，说明还有改进的余地。这也是

我国政治制度优势的体现。

比如犯罪者难重返社会，家属受牵连，就

是一个社会问题。个人感觉，朱列玉建议参

考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封存情节显

著轻微的犯罪记录还是值得一试的。但这种

制度创新应面向所有犯罪行为人，而不只是

针对酒驾行为。

作为中国“酒文化”衍生出的一种社会现

象，酒驾仅靠刑罚确实难以根除，还是要通过

各方参与，综合治理。

昨天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

告，提到要开展老旧建筑和设施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再开工改造一批城镇老旧小

区。我觉得这个举措很接地气，很得民心。

前两天凑热闹看了几集《人世间》。

一大感慨是，航拍镜头中那一大片东北老

城区，“保存”得实在太好了，居然和上世

纪60年代一模一样。《人世间》里的主角们

一个个成长了、发达了，他们曾经的居所

也应该有新的面貌。

我一度对老公房有点误解，觉得地段

好，老上海的烟火气浓烈。走在楼道里，一

边闻着煎带鱼的香味，一边听邻居家训娃

骂老公，真是有质感的市井生活。然而我

在老公房里住了几年，现在真的是无爱了。

首先老公房现在住的大多是老人，好

像也不大烧菜了，楼道里只有一股陈年老

屋的霉味。出水小、下水慢、爬楼梯累断

腿也算了，隔壁酷爱楼道堆物的老太，把

本该温馨朴素的老公房环境破坏得一干

二净。

总理说的老旧小区改造，对很多地方

来说，是改造棚户简屋、城中村。这一条

路，上海走了30年。上海今年将完成中心

城区成片二级以下旧里的改造。以后做

什么？应该就是老公房改造了。

目前上海老公房改造比较成功的要

算曹杨新村和彭浦新村。曹杨一村早年

风光无限，妥妥的高级住宅区，劳动模范

才能住进去。后来呢，你住过新公寓，就再

也不会想住这种煤卫合用的老房子。人和

人之间的距离实在过分接近了。曹杨一村

刚刚完成全面改造，煤卫全部独立，1509户

居民，1509张图纸，要求自己提。

彭浦新村上海人也太熟悉了。没有

历史保护建筑的“偶像包袱”，彭三、彭五、

彭七这些小区索性“拆落地”。啥意思？

拆光原地重造。居民搬出去四年，回来看

到有阳台、有电梯、有地下车库的新房，你

说高兴不高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年，很多居民楼

已经太老太老了。未来希望有更多的曹杨

新村、彭浦新村得到改造。说实话，现在的

曹杨一村，我是愿意住的。那种烟火升腾、

有质感的老上海生活，始终吸引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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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的权利

在超市购物结账时，工作人员扫一

下商品上的条形码，表明商品已被购走

了，同时电脑上显示价格等，这个条形码

就是商品的编码。“但至今在市场上流通

的商品编码都没统一，外国编码、行业编

码甚至企业编码在市场上被混用，这使

得物品信息不对称、信息孤岛现象频发，

增加了社会运行成本。”全国政协委员马

进在提交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提

案中建议，加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物品

统一编码体系的建设与推广，“因为只有

统一的编码，才可能实现万物的相互识

别、连接。如果生产的商品都赋予了统一

的编码，则商品信息可以共享，商品质量

可以追溯，市场需求可以量化，这样企业

运作就可以更加智能化。如果社会上的

所有物品都有了统一的编码，则社会资源

分配可以更加合理，社会服务可以更加精

准，社会治理也就更加智慧化、人性化。”

马进委员说，物品统一编码的范围

应与时俱进，不应仅局限于流通的商品，

而应覆盖社会运行的所有物品，统一编

码的形式也不应仅局限于条形码，更可

扩展到二维码、电子码、射频码等有利于

嵌入物品，使万物互相识别、连接，从而

顺应即将到来的物联网时代。为了推广

普及，在初期，应考虑统一编码的申请、

登记、维护可完全免费，编码信息的查

询、使用也应少收费，从而鼓励各行各业

使用物品统一编码。

编码是一个标准化的工作，需要与

国际上现有的物品统一编码标准（GS1）

相吻合。但在做到与国际标准相通用的

同时，建议又要在国际标准编码框架下，

结合我国资源秉性、产业特性等国情，制

定出有利于我国社会发展的自主标准体

系，做到通用性与自主性的兼容不悖。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将我国物品的编

码信息主数据库设置在国内。这样既可

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编码信息的国际交换

与对接，同时也确保我国的物品编码信

息的独立性、完整性与安全性。

马进建议，今后所有的物品，不仅限

于商品，自然资源、国家资产、社会公共

物品等有形与非有形之物（如发票），都

应纳入统一编码体系。“可以讲，物品统

一编码体系是一个关系到社会运行的关

键体系，它和人口信息编码体系、地理位

置编码体系、数字货币编码体系一起共

同构成国家信息数字化的基石，是数字

化转型的基础建设。此体系的建设一定

要在中央政府的统筹安排下，协同社会

各方有序参与、一起建设，共同分享。”

本报记者 江跃中

全国政协委员吕红兵参会之余，

还用心观察、拍摄其他委员的一举一

动，向本报提供精彩照片。昨天，吕红

兵在委员驻地发现了一个好画面，为

了取得更好的拍摄效果，干脆坐在台

阶上，腿伸展开来，把手机镜头对准了

拍摄对象……瞧，他虽然是“业余记

者”，但动作看上去还是蛮“专业”的吧。

全国政协委员 章义和 摄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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