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政协委员、 国家工商总局局
长周伯华。 本报记者 白 皓摄

跟习总书记交流不念稿
本报记者 张 国

3月4日下午， 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到驻地看望了出席全国政

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的科协、 科技界委员，
并参加他们的联组讨论。

上午， 作为小组召集人， 中国工程院
副院长干勇院士提醒自己的组员， 不要请
领导签字或合影， 不念稿， 说真话， 珍惜
与中央领导共商国是的机会。

在场的一位政协工作人员补充说， 大
家发言时不要平铺直叙 ， “都是大科学
家， 讲点有分量的”。

国家电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总经理张宁

由衷地赞成这一点。 他说， 政协委员经常
呼吁加强提案工作， 希望自己的提案得到
重视， 那么今天在习总书记面前的发言，
“也许是我们最大的提案”。 因此， 他建议，
不管是谁发言， “都要把大家最想说的话
说出来”。

在下午的联组会上， 主持人齐让首先
强调了一点： 每人发言控制在6分钟左右，
践行中央关于改进会风的要求， “说心里
话， 讲实话， 讲真话。” 他说， “这是对
我们科技界， 对我们科学家的考验。”

11位委员先后发言。 响应 “不念稿”

的要求， 他们做了充分准备， 有稿， 但都
忍住没念。

中国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教授王光
谦省略了客套话 ， 开头就谈了自己最近
几年随民盟中央考察团到国外考察高等

教育的发现。 他建议我国科技界按照国
际规则 ， 给创新性的青年人才更多发展
空间。

谈及年轻人待遇比较低的问题时， 王
光谦举了自己指导过的一名博士后的例

子。 这位博士后6年前起在北京一所著名
大学里当副教授， 由于收入不够买房， 至
今只能租住在清华大学西门外圆明园附近

的城中村里。
很多政协委员注意到， 每一位委员发

言， 习近平都是一边听， 一边记。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姚檀

栋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党的十八大提出
建设 “美丽中国 ”，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
核心问题是空气、 水和土壤， 用现在的词
来说就是希望天更蓝、 地更绿、 水更清。
他建议， 在新一轮国家重大专项启动的时
候， 考虑到国家新的战略目标， 在 “美丽
中国” 方面设立课题。

这些发言人高兴地听到， 习近平总书
记在讲话中表扬他们开门见山 、 直来直

去， 讲的都是 “干货”。
据南开大学原校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饶子和回忆， 在政协分组讨论的第一天，
习总书记就来到科技界 。 而且习总书记
还说过， 中央领导今天分别到政协各界
别听取意见， 他选择了科技、 科协界别。
“这是对科技的重视 ， 对科学家的期望 ，
我们感到兴奋， 也感到责任重大。” 饶子
和说。

中国载人航天总设计师周建平说， 习
总书记在联组会上强调， 要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 周建平认为， 创新确实是我国
今后发展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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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访问

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委员：

改革养老金双轨制正在进行顶层设计
本报北京3月5日电（记者王亦君）全国

政协委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
胡晓义今天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 包括
养老金双轨制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高度关注

的社会保障热点问题全都在进行深入研

究，人社部没有忽视和淡漠任何公众关注的
问题。

他同时表示， 养老金双轨制之所以引
起这么大的关注，说明它很复杂，所以才要
进行深入研究，才能拿出具体的、可操作的
解决方案。

全国政协委员 、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建民今天上午在全国

政协社会福利保障界分组讨论中说 ， 现

在不论是企业员工还是机关事业单位人

员， 对养老金双轨制的讨论很多 。 他认
为， 养老金双轨制甚至是多轨制 ， 有失
社会公平。

对此， 胡晓义表示：“我们有一个很大
的课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和顶层设计，会
在适当的时候和大家进行更进一步的讨

论，有的已经作出了决策原则和方向，有的
还在深入研究。”

他介绍， 除了养老金双轨制待遇差别
问题外， 这个综合课题还包括应对老龄化
的资金安排，养老金的空账、投资运营、城
乡差别、地区差别、转移接续问题，退休年
龄问题，多层次养老保障问题，如何发展企
业年金、职业年金、大病保险等。

“实际上，已经有一些问题在征求公众
意见了，比如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这
都是我们整体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胡晓
义说，“其他方案会陆续拿出来， 充分让社
会各界发表意见，如果有进展，也会通过我
们的平台向社会公布。”

本报记者 白 皓 崔 丽

“企业一旦失信， 要处处受阻。” 全
国政协委员、 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周伯华接
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 未来 “大部
制” 的改革方向是让一类事情一个部门来
主要管理， 工商局将改革工商登记制度，
放宽对办企业的限制， 加强对企业行为的
监督， 让不诚信的企业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4日上午举行的政协十二届一次会
议经济界分组讨论现场 ， 周伯华是主持
人。 他笑言自己是一个新委员， 想听老委
员们多说说， “听大家说完我也说。”

在听完几位委员的发言后， 周伯华主
动打开了自己面前的话筒， 主动说起正在
热议的 “奶粉问题 ”。 他问现场的委员 ，
谁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谁能解决中
国人的喝奶问题？ “还得是中国人。” 周
伯华说， 咱们还是该扎扎实实从畜牧业、
加工业抓起， 履行好监管部门的责任， 树
立起自己的品牌， 这得咱们自己努力做。

在周伯华的脑海里， 未来的做法和现
在的做法会有差别。

讨论结束后， 周伯华对中国青年报记
者说， 下一步的改革后， 我们要把政府不
应该管的交给社会自己去管， 我们要干的
是让严厉的监管系统发挥作用。

他透露说， 国家工商总局正在建立一
个新的分类管理信息库 ， 在这个信息库
里， 所有企业都是实名的， 都能找到经营
的业主， 如果企业违反规定做了不该做的
事， 第一次将被警告 ， 第二次将严令改
正， 第三次就可能被吊销营业执照。

“建立联网的信誉监管， 全国走到哪
都跑不掉。 ” 周伯华皱着眉头 ， 严肃地
用带有湖南口音的普通话阐释着这套

监督系统 ， 每句最后一字的尾音都往上
翘。

在减少行政审批事项、 提高监督效率
成为改革共识时， 周伯华认为， 要对过去
的一些 “霸王条款” 进行认真清理， 把权
力分清， 不该管的政府坚决不管， 这会有
利于守信的企业放开手经营。 让政府干预
的影子在企业的市场行为中越来越少， 消
费者也能在消费过程中享受幸福。

“拿钱买气受， 自己不舒服肯定就不
消费嘛！” 周伯华说， 工商局得为营造好
的消费环境努力。

对于青年人普遍喜欢的网上购物， 周
伯华知道有的人会抱怨在网上买到假货，
也有人会说网店店主偷税漏税。

电子商务刚刚开始流行时， 监管的做
法是用实体市场监管的法律， 运用到虚拟
的市场化管理中， 2010年， 国家工商总局
就明确把网上商品交易和服务行为列入工

商局的的监管职责。
“现在如果在淘宝上买到假货或者被

欺诈， 你到工商局投诉， 工商局就会找马
云。” 周伯华说， 网上开店的也是实名制，
一旦有投诉，就可以通过电子商务网站“冤
有头、债有主”地找到违法者，“现在基本没
有哪个投诉在工商部门是查不清的。”

周伯华说， 将来还要建立一个网店诚
信监管平台，还要公布违法处罚信息，一个
店主在一个地方出现违法行为， 在全国所
有的网站都不能再经商。他说，开会前已经
进行了一次检查演示， 全国17个省份跟总
局马上开通。

“这也算
政府信息公开

呀 。 ” 周伯华
哈哈一笑。

权力驯服于法律 权利才有力量
在这个交织着希望、焦虑、梦想、喧

哗和躁动的改革时代， 在我们每个人在
经济的高歌猛进中充满力量和信心的时

候，无力感也会不时向我们袭来。平平安
安什么事也没有，会感觉很有力量，一旦
“摊”上什么事儿，需要寻求解决之路和
治理之道时，可能就会产生某种无力感。

比如好几位代表委员在接受采访时

也谈到了 “无力感 ”。一位就某个 “老大
难”问题连续提了好几年议案、并曾宣称
屡沉屡提绝不气馁的人大代表， 如今也

有了疲劳感———相关部委礼貌却敷衍的回

应让他很不满意，“斗” 志昂扬的他也无力
了。

不仅是代表委员，这种无力感潜伏在很
多人身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一面是很
多人在创富时浑身充满着无穷的力量，一面
是遇到问题，有时又感觉求解无方、求告无
门、维权无径，有理无处讲、有力无处使。

相信很多为“解决问题”而奔忙的人，
体验过这种无力感。面对一些老大难问题，
甚至连一些官员也会感到无力。此次两会，
被媒体逼问奶粉安全问题， 谈到市民对安
全奶粉的担心时， 工商总局局长都快落泪
了———泪水中可能有愧疚， 可能也有作为

主管者对社会痼疾的某种无力。
怎样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呢？

在现代民主社会， 当然不能寄望于包公，
而应依赖良法的权威 。 如果 “法治市场
经济” 能真正建立 ， 法律成为一个国家
至高无上的权威 ， 一切均依法而行 ， 公
权力被驯服于法律之下 ， 权利就有了力
量 。 无力的实质在于权利的无力 ， 而法
律是权利的保护神 。 法律至上 ， 能让做
生意的人有稳定的利益预期 ， 让守法者
得到法律的保护， 让平民的私宅“风能进
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人们对新一届领导
集体最大的期待， 就是想找到一个有力的
支点———改革真正地行动起来， 才能给人

们以力量。
当然，有时候我们身上的无力感，也源

于我们的消极、 惰性以及被互联网上的负
面情绪传染的悲观。 正如那句常被人引用
的诗句所云：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
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
不黑暗———如果我们选择相信作为公民的

力量，就不会那么无力。
让无力者有力， 自然也依赖于公民在

行动中的自信。 本报十八大代表刘万永的
一句话颇有深意， 当有人问他参加十八大
投的那一票有没有用时。他说，如果我那一
票就能决定什么，那就不是民主了。我明白
他的意思，民主是多数票决，累积起来就是

力量。投票者需要有这样的自信，突破无
力的焦虑，需要这样的公民自信。

公民行动起来， 就会超越和击败那
种无力感。 比如雾霾来袭的时候， 我们
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政府 ， 然后 “坐
等” 蓝天白云， 必然无力； 但假如我们
自己首先行动起来， 过低碳生活， 向自
己的内心灌注正能量， 就不会悲观和无
力； 比如反腐败反行贿， 整天盯着那些
此起彼伏的腐败案， 必然产生无力感。
假如你一边反腐败， 一边在遇到问题时
去选择行贿的方式解决问题， 无力感就
更加强烈。 但如果你像王石那样 “坚持
不行贿”： 他说他做企业这么多年来，
从来没有向官员行过贿———就在内心找

到了一种力量的支

撑。 我对身边这些
积极行动的公民充

满敬意， 行动就是
力量。

曹林说会

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周伯华：

让政府干预的
影子越来越少

“您对青年有什么期待”？
“您对青年有什么期待？”3月4日下午，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参加全国政协

十二届一次会议经济、农业界别的联组讨论，当他
步入会议大厅时， 本报记者大声问出了这个问题。

李克强放缓脚步， 侧过身， 他对记者大声说：
“青年大有希望。” 紧接着又转回身， 朝着大厅正

门方向的记者说 ： “是国家的希望 ， 民族的未
来！” 他边说边挥手， 以爽朗的笑声结束回答。

“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了。” 一位多次参加全
国两会报道的记者不忘向身边的安保人员致谢 ，

联组讨论开始前， 安保人员并没有要求守候在大
厅里的记者离开， 而是多次善意地提醒大家 “注
意秩序就好， 留一条通道就行”。

本报记者 白 皓文 郑萍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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