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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权力清单 让腐败断奶
本报记者 王梦婕 邱晨辉

两会会场， 全国政协委员孙晓华被记
者团团围住。作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面对
记者提出“反腐路径”的问题，他的答案是
“简政放权”：“‘权力清单’ 让群众看得明
白、监督得上，政府对权力放得越多，越能
成为一个服务型政府，滋生腐败的温床、土
壤，自然也就越少。”

权力清单， 一个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的词。3月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说， 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 一律向社会公
开。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

已经有人得到了削减行政审批权的

“红利”。
今年2月1日起， 湖南省郴州市启动快

速推进行政审批制度试点，全国人大代表、
郴州市市长瞿海说，短短一个月时间，该市
就新增各类市场主体1101家，其中企业225
家，个体工商户876家。用一个更为直观的
数据，和去年对比，新设立的市场主体总数
同比增长198.4%，其中企业增长204.1%，个
体工商户增长了196.9%。

2014年2月，国务院主动“开晒”权力清
单，把1031项审批事项对公众一一交底。中
青舆情监测室发现，有五成（52.7%）网民将
此举与“将权力关进笼子”相联系。

“政府喊一千句改革口号，不如真割自
己一刀。”对这次“晒”清单，曾经制作过一
张3.8米长的“人在证图”的商人曹志伟说，
“过去一个大审批下面还有子审批，子审批
下面还有孙审批，只有晒出权力清单，才能
釜底抽薪。”

然而， 这张单子的列出却是要切切实
实动到一些被改革者的利益。 正如政府工
作报告里所说，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
的自我革命。

“要说改革的难度 ，有 !”全国人大代
表、 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说，“政府要精简
机构，精简机构就是精简人员，精简的人员

到哪里？这是一‘难’；我要把政企分开，这
就可能碰到部门利益，这也是一‘难’；再说
我们机构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就涉
及权力怎样下放？难度就是要‘断人家的奶
喝’，削弱它的利益。”

尽管取得了“可以拿出手”的成绩，但
瞿海也感受到了行政审批权下放过程中的

暗流涌动———目前一些取消审批的事项

中，有不少在此前已经“名存实亡”，而真的
对地方有实质作用的决定权， 现在下放的
还不是很多，此外，一些看似审批权减少了
不少，但在企业等市场主体看来，取消的审
批权含金量不高。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说法， 今年要再
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

瞿海建议，重视法律顶层设计，对带有
部门色彩的法律进行修改， 阻止法律之间
相互“打架”的现象，对审批前置条件、许可
数量等，进行“严格规范”；另外，步子还应
更快，把那些含金量高的 、受益面广的审
批事项，取消或下放给地方政府，凡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 市场竞
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 行业组织或中间组
织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全部予以取消。同
时，建议在严格控制设立行政许可的同时，
适当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取消行政许可的

权限，畅通地方政府取消行政许可的渠道。
还有就是尽快推进行政审批负面清单改

革，出台统一的工作方案，使行政审批负面
清单早日实现。

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

政府购买岗位
助农村毕业生就业
本报讯 （记者王梦婕 邱晨辉） 3

月5日下午， 湖南代表团团组开放会议
上， 全国人大代表、 湖南省委书记徐守
盛透露， 湖南省现在最关注的就业问题
“在农村高校生身上”。

长沙市人社局去年的一项调研显

示， 该市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农村生源
占六成。 “推动这部分毕业生就业， 是
湖南关注的重中之重 。” 徐守盛表示 ，
“我们会对这类农村高校生， 进行全面
地统计， 再采取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的
方式， 努力让数字 ‘清零’。”

“比如， 让他们去缺医生的农村、
去缺教师的学校里发挥价值。 只要有正
确的就业观， 每个人都能就业。” 徐守
盛说。

两会民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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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最差城市全国人大代表12%来自高污染行业
本报记者 庄庆鸿

实 习 生 陈 骁 孙 悦 杨 雪

3月5日、6日两天， 上海和广东的全国
人大代表都被习近平总书记问了同一个问

题：“现在的PM2.5是多少？”
中青舆情监测室统计发现，2013年全

国灰霾最严重的十大城市， 共有91名全国
人大代表。 其中来自钢铁等高排放企业的
代表有11名。

空气最差城市，华北地区最多
环保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2013年逐月

发布了《城市空气质量状况报告》。在报告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中， 中青舆情监测
室统计了每个月的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最
差前十名”，全年共有20个城市上榜。它们
依次是：

河北的唐山、邯郸、石家庄、邢台、保定
5个城市并列第一 ，2013年每个月都位列
“空气质量最差前十”。

紧随其后的第六名是济南和河北省第

二大交通枢纽城市衡水，均有10个月上榜。
第八名是陕西的省会西安，7次上榜。

第并列九名的是郑州和唯一上榜的直辖市

天津，上榜6次。
第11名~20名分别为：廊坊（上榜5次）、

太原（上榜4次）、西宁（上榜2次）、武汉（上
榜2次）、乌鲁木齐（上榜2次）、南京（上榜1
次）、成都（上榜1次）、哈尔滨（上榜1次）、淮

安（上榜1次）、北京（上榜1次）。
中青舆情监测室统计，这20个城市中，

华北城市占据12席之多。但东北、西北、华
中、华东均未有城市上榜。

这份“黑色榜单”中，河北省独占7席。
第11名~20名中，除淮安以外都是直辖市或
省会城市。除了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外，
还有11个 “空气质量最差城市” 为省会城
市。

11名代表来自高排放企业
中青舆情监测室统计发现， 空气质量

最差的十大城市中， 共有91名第十二届全
国人大代表。

91人中有24名官员代表， 其中包括两
名与环保相关的官员代表， 分别是河北省
环保厅党组书记陈国鹰、 天津市环保局总
工程师包景岭。

11名人大代表来自高排放企业。 其中
钢铁企业占6人，他们是河北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义芳、 唐钢炼铁厂经营科科
长方丽平、 邯郸纵横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孙纪木、 唐山天柱钢铁集团董事长孟
兰芝、河北唐山宝业集团总裁韩文臣、山东
泰山钢铁集团董事长王守东。

另有3名人大代表来自涉煤企业，分别
是武安市金鹏煤化竖炉公司董事长李增

其、 河北中煤旭阳焦化有限公司董事长杨
雪岗、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陈祥恩。

另两名代表分别市是陕西有色金属控

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黄晓平， 和中
国石化石家庄炼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毕建国。
中青舆情监测室统计公开数据， 位于

唐山市的3家钢铁工业企业钢铁产能合计
达到5084万吨。3月5日下午， 曾任5年唐山
市市长的陈国鹰在小组讨论时发言说，河
北的发展已经到了十字路口，“伤筋动骨也
要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质量改善”。

四分之一公开谈过灰霾

最差十大城市所在省的省级领导和环

保部门， 还有33名官员是本届全国人大代
表。加上十大城市的91人，共计124人。

检索公开资料发现， 在这124人中，仅
32人对治理大气污染发表过公开言论，占
比25.6%。

中青舆情监测室统计， 这32人中，5名
全国人大代表谈及“作为普通市民”对灰霾
的感受。4人都表示 “灰霾是挺严重的”。媒
体曾报道包景岭在参与督察行动时， 不戴

口罩走访重污染源地。
孟兰芝的“个人感受”则与众不同。
2013年9月，北京及其周边省区市签定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实施细则， 并出台了严
重大气污染时的应急预案。 孟兰芝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说，灰霾一来，她的工厂就要减
产一半，每天少生产5000吨钢，政府不提供
补贴。 她也表示：“国家要求啥， 我们就干
啥。”

91人中， 有3人痛斥灰霾对人体有害。
“如果说消化道肿瘤是吃出来的， 那么以
肺癌为代表的呼吸道肿瘤， 就是 ‘气’ 出
来的 。” 中国工程院院士于金明代表在
2013年世界癌症日肿瘤防治高峰论坛上表
示。

在如何治理灰霾方面， 13名代表在公
开表态中强调机动车治理； 12人谈及调整
能源结构、 发展新能源； 8人谈及燃煤治
理； 7人分别谈及环保绿化、 加强高排放

企业环保措施； 6人分别提出应将大气治
理纳入政府问责、 扬尘污染治理； 5人强
调应加大对污染企业、 个人处罚的力度。
还有5人在谈雾霾治理时， 强调 “长期过
程 ， 不能一蹴而就 ” ， 但无具体措施 。
（统计时存在一人提出多个观点的情况 。
———记者注）

这其中， 全国人大代表、 西安美术学
院副院长韩宝生曾在今年1月 “放炮” 说：
“陕西省采取多项举措，但灰霾污染却未见
明显好转。”他指出，灰霾的区域联防联控
存在“利益纠葛深、资金缺口大、法律约束
弱”等问题，导致地方各自为战，治霾积极
性不高，不能真正联防联控。

在124名代表中， 仅有任河南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张大卫曾被公开报道暗访

污染企业 ， 曾怒斥 “少数污染企业头顶
上有保护伞”， 并要求环保部门加大执法
力度。

环保部长说灰霾在减轻
92.8%青年网民不认同
本报记者 庄庆鸿

3月5日，环保部长周生贤表示，通过
去年一年的努力， 灰霾状况出现了积极
变化：“去年浓度最高值是1000多， 今年
是900多；京津冀的浓度平均值，去年是
五六百，今年是500多。 这样的变化老百
姓感受不到。 ”

中青舆情监测室抽样分析了2000条
18～45周岁青年网民发表的相关评论。统
计显示，92.8%青年网民不认同环保部长
的说法。

60.5%青年网民质疑环保部长引用
的数据。网民“高力”认为周生贤在“选择
性公布”指标。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员宋
英杰在实名认证微博中表示：“仅对比今
年与去年的某次过程峰值， 就可以得出
‘积极变化’的结论吗？ 今年的略微降低
是因为‘努力’，那么去年急剧增多是谁
在‘努力’？ ”

40.2%青年网民认为，环保部应为灰
霾频现担责。 网民“快驰在路上”对周生
贤说：“你的职责就是想办法让老百性感
受到。 ”

网民“急先锋”则注意到：“去年从来
没说过PM2.5有过1000多的时候啊！ 这算
不算瞒报？ ”

去年两会期间，被问到“家里有空气
净化器吗？”周生贤当时干脆地回答：“没
有！”3月6日，两次面对同样的问题，他笑
而不答。

北京房价肯定下降？
代表委员说：

北京市区的房价肯定要下降

———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士祥接受《京华时
报》采访时说：北京市区的房价肯定要下
降，一是供应量加大了，特别是保障性住
房。二是房地产结构发生变化。河北、燕
郊房价是不是会上升？ 这个也没有普遍
性的结论。 比如将来北京有些功能纾解
出去了，就没有必要在那儿买房了，功能
纾解出去了，就可以在河北住，在河北上
班了。

网民专家议：
先解决通勤问题

———腾讯微博认证为 “中国商业运
营联盟秘书长”的用户“葛铮”说：先解决
通勤问题吧！几百万人在河北，天津，北
京，像洪水一样的早晚涌进涌出，想想就
头疼！别凭空臆想了！先问问老百姓会这
么做吗？

为什么地价仍然居高不下

———3月6日， 复旦大学副教授蒋昌
建在人民微博上点评： 总体上房源供给
多了，供求矛盾能够缓解了，为什么地价
仍然居高不下？房价会不会降？要听市场
的话，也要听市长的话，归根结底，还是
要听_____的话！这个空，恐怕只有让实
际情况去填。

好空气和低房价不可兼得

———3月6日，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副院长何兵在新浪微博上说： 北京的空
气肯定要变好，北京的房价肯定要下降。
我觉得，两者不可能并存。解决北京人口
压力的唯一出路是，限制盖楼，而不是限
制房价。一方面死活要限制人口，一方面
又大规模造楼。这种玩法，实在看不透。

中青舆情监测室发布 ， 话题选自
“360全国两会新闻热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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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调显示：

受访者最希望取消准生证
本报记者 王俊秀

实 习 生 段 冰

“门难进，脸难看，盖个图章跑半年；话
难听，事难办，批个项目腿跑断”，“办证难”
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多麻烦。近日，
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手

机腾讯网发起的一项调查 （55859人参与）
显示，94.4%的受访者遇到过“办证难”。

陈坤大学毕业后和朋友开了一家小公

司， 办各种手续的过程让他至今难忘，“办
理证件需要经过几个不同的部门， 办证时
间特别长，营业执照找工商局，组织机构到
质检局，税务局在办税务登记证，感觉流程
走太多了。”

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徐浩最近在办理北

京户口，他告诉记者：“为了办身份证，冒着
严寒穿过整个城市，排队办证时，这次说这
里不对，下次说那里少东西，两个星期来来
回回折腾了五六趟， 假都不知道请了多少
次。最郁闷的是办事人员态度还非常冷漠，
爱理不理的，真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
事难办。”

在办证过程中， 受访者反映最多的问
题依次是“工作人员态度不好（30.4%）”“乱
收 费 现 象 严 重 （20.3% ）” “ 过 程 繁 杂
（17.8%）”“工作人员吃拿卡要（12.1%）”“审
批效率低下（11.1%）”等。

刘乐现在担保公司工作， 经常办理补
全质押登记手续。刘乐告诉记者，多跑几趟
倒也罢了，最受不了的是经常遇到乱收费。
“有些手续国家根本就没有收费的规定，但
具体办事的时候就得交， 不过有时候可以
跟工作人员砍价！” 刘乐苦笑着说。

调查显示， 96.4%受访者希望加快行

政审批改革， 进一步精简审批事项。
“不是在办证 ， 就是在办证的路

上”。 在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出示的长
达3.8米、集纳103个证件的 “人在证图”引
起了公众的共鸣。根据广州市政协的调研，
办理这些证件需要经过18个部委局办，39
个处室、中心、支队和所审批 ，盖100多个
章，还需缴费。其中，办证最多的是公安部
门。

胡明在北京工作， 办理准生证需要夫
妻双方都要出具所有的相关证明， 由于妻
子户口不在北京， 必须要亲自去户口所在
地开具证明， 前前后后花了大概1个多月，
盖了十几个章才办成 。“我还是比较幸运
的，我有个同事户口在湖南，为了办理这个
准生证明往老家跑了三趟才办妥。 先不说
路费， 光是来回在路上的时间就值不少
钱。”

“每个证后面都有章，每个章后面都有
权，每个权后面都有钱。”腾讯网网民“平邑
海清”说。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施雪

华认为， 现在要求的很多证件实际上是没
有必要的， 有些证一个身份证就可以统一
办理， 还有很多证是可以合并的， 现在来
说， 按照大类进行合并是比较好的处理办
法。

调查显示， 受访者认为最应该取消的
证是准生证(42.1%)和暂住证 (25.5%)，其他
还有失业证 (8.0%)、健康证 (7.6%)、老年证
(6.7%)、 残疾证 (2.9%) 等。 此外， 房产证
（24.7% ）、 低保证 （9.1% ）、 职业资格证
（14.2%） 等证件， 被认为办起来最难最费
事。

（部分受访者应要求采用化名）

餐桌抢了会桌的戏
本报记者 王梦婕 邱晨辉 徐霄桐

“冯代表， 下次开会能不能带点儿西
瓜来？ 安全。”

“行 。” 面对一位人大代表的提议 ，
正在发言的冯乐平， 调整了一下话筒。

这位全国人大代表、 北京庞各庄乐平
农产品产销有限公司董事长， 更知名的身
份是 “大兴瓜王”。 刚才， 她还在谈农村
土地流转， 但这一问一答， 让在场代表纷
纷担忧起了更具体的 “餐桌” 问题。

膨大剂、 速成鸡、 病死猪……去年食
品安全的严峻形势， 似乎依然无解。 尽管
冯乐平澄清： “西瓜 ‘打汁儿’ 从专业上
说不通， 一打汁儿， 里面就全烂了， 根本
卖不出去。” 但有记者会后仍不依不饶地
问她： “你怎么保证所有的西瓜都安全？
有没有老百姓让你把食品安全问题 ‘向上
反映反映’？”

在同一座楼内，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主任欧阳泽华说起

“激素猪肉”的故事：一位老乡一年养4头肉
猪，其中一头是自家人在过年时吃，这个习
惯一直没变，但变化的是猪的重量，现在一
头猪250斤左右，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一头
猪140斤左右。

同一天晚上，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食
品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冯平选择在中国政

法大学的会桌上， 掀起另一场 “关注肉类
安全” 风暴。

“去年黄浦江上漂死猪， 这么大的数
量没人管， 就是因为法律没有规制。” 他
带来了今年的提案———制定 《畜禽屠宰
法》。

“现在注水肉还多吗？” “我们吃的
羊肉串都是鸭肉做的吗 ？ ” 在这个会桌
旁 ， 冯平的发言不断被在场公众打断 。
国家粮食局标准质量中心原高级工程师

谢华民则坐在一旁， 说到 “地沟油” 时，
不少记者注意到 ， 她的语速越来越快 、
调门也越来越高， 以致遭主持人不断提醒
“超时了”。

两会上， 餐桌安全怎么破题？ 这是全
国人大代表、 首都儿科研究所病毒研究室
主任钱渊最关心的。

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 指出： 要 “严
守法规和标准， 用最严格的监管、 最严厉
的处罚、 最严肃的问责， 坚决治理餐桌上
的污染， 切实保障 ‘舌尖上的安全’。”

“How？” 钱渊说， 听完政府工作报
告后， 他用笔在这段话旁边重重地写下了
这个词。

钱渊认为： “政府出台政策一定按照
科学来制定， 而不是把话说得越满越好，
却难落实。”

“食品安全是涉及整个链条的， 从生
产、 采收、 流通到消费， ‘一个环节掉链
子都不行’。” 冯乐平关心的是， 怎么让全
程监管机制 “真正动起来”。 “可不能像
以前一样， 质监局、 工商局都在管， 但到
了下面 ， 就成了 ‘铁路警察 ， 各管一
段’。”

这次两会， 她带上来的百姓期待是：
“食品安全问题一定要让总理知道， 不仅
知道， 还得严惩破坏食品安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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