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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

到北京参加全国两会前，来自布朗族的全

国政协委员、大学教师张敏特意回了一趟家乡

布朗寨调研。

“年轻人跟我聊上学、就业、创业，他们知道

政协委员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张敏接受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上岁数的族人文化程

度有限，只知道她“进京见习总书记”，一次次叮

嘱“你如果见到习总书记，告诉习总书记，我们

布朗族跟着党、跟着社会主义，日子越来越好。”

包括布朗族、独龙族、毛南族等在内的我国

28 个人口较少民族，在全国脱贫攻坚中实现了

“整族脱贫”，特别是像布朗族这样的“直过民

族”，再次创造“一步跨千年”的奇迹：从贫穷落

后跨越到全面小康。上一次跨越是他们在新中

国成立后从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直接过渡

到社会主义社会。

张敏是 70 后，她的童年在饿肚子中度过，

饭食中很难见到肉，吃的多是野菜。当时的布朗

族人不懂种植技术，也不会养殖，靠天吃饭。人

们去山上打猎、到河里捞鱼，一家打到猎物，要

分给寨里的每个家庭。

张敏回忆，春天到了，大人们砍掉山上的树木，

用棍子在地上撬开一个个洞，把一种叫“旱谷”的种

子投进去，“然后就不管了”，放在山上，鸟可能吃、

水可能冲走，这就是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

那 时 的 布 朗 人 绝 大 多 数 没 上 过 学 ，校 舍 都

是 茅 草 房 。张 敏 的 妈 妈 在 布 朗 村 寨 文 化 程 度 最

高——读到小学四年级。

张敏的爸爸是一名到布朗村寨教学的支边教

师，她小时候跟着父亲到公社办事，要带着猎枪和

刀走上一天，当时山里还有老虎和熊。

全国政协委员、来自独龙族的李友祥有着相

似的经历。20 年前，他到独龙江乡当乡长，徒步三

天三夜翻过雪山才进到乡里。在老百姓漏雨的八

角房里，他抬头就能看到天。

生活在大石山区的毛南族通往外界的道路更

恶劣，因山体石质坚硬，农耕土地极少，毛南族全

国政协委员韦震玲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像

别的山区修盘山路可以开山盘上去，我们那里修

路是要在山壁上凿的。”

即便如此难，国家还是把每一条路“凿”到了每

个村寨，实现了“村村通”。以前，韦震玲从村里到县

城要爬近一天的山，现在开车 1个小时就能到。

“我自己亲身经历了从贫穷落后到现在富裕

自信的过程。”张敏说，对于很多族人来说，这是由

死到生的过程，“原来看病太难了，路本来就难走，

又没有医生，生个病的话可能因为路不通，最后倒

在村里。”

脱贫攻坚后，当地不仅通了水泥路，“村村有村

医，还有家庭签约医生、基本医疗保障。”张敏说。

“我们布朗族现在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接近

5 年。”张敏解释，不要小看这个数字，这是把以前

没有上过学的人都计算在内。现在的村寨有了涵

盖从幼儿园到小学六年级的学校，义务教育覆盖

100%适龄儿童。

“现在我们每个村都有大学生，这是一个非常

大的变化，以前都不敢想。”张敏说。

2020 年 5 月，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当地群众

写信把好消息告诉习近平总书记。习总书记作出

重要指示，希望乡亲们把脱贫作为奔向更加美好

新生活的新起点，再接再厉，继续奋斗，让日子越

过越红火。

“‘整族脱贫’，全面小康，我觉得也只有我们

中国共产党才做得到。”韦震玲说，“因为我们心齐

啊！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很多大事都能干成。”

韦震玲兴奋地向记者介绍，“高铁都要通过我

们毛南三乡了！”广西境内第一条时速 350 公里的

高铁将从她的家乡穿过。

“老百姓说，高铁经过我们大石山区那成本得

多高？要打很多洞吧？但为了照顾我们这么小的一

个民族的发展，还是来修了。”韦震玲说，“毛南族

人发自肺腑地感谢党和国家。”

“一次接见、两次回信，我们独龙族乡亲都

记得清清楚楚。”李友祥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说，独龙族的整族脱贫，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的

牵挂和鼓励。

2014 年元旦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收到独龙族

乡亲来信后立即作出重要批示，祝贺独龙族群众

生活改善，特别是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即将

贯通，希望独龙族群众“加快脱贫致富步伐，早日

实现与全国其他兄弟民族一道过上小康生活的美

好梦想”。

2015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接见贡

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少数民族干部群众代表，嘱

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2019 年 4 月 10 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再 次 给 独

龙 江 乡 群 众 回 信 ，祝 贺 独 龙 族 实 现 整 族 脱 贫 ，

“ 希 望 乡 亲 们 再 接 再 厉、奋 发 图 强 ，同 心 协 力 建

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努力创造独龙族更加美

好的明天”。

整族脱贫后，当地群众已经在谋划着下一步

如何实现乡村振兴，想着如何巩固脱贫后的成果，

把扶贫“扶”起来的产业培育壮大，留住人才、留住

年轻人。他们的建议，通过政协委员在山林村寨调

研、电话信息，汇集到来自少数民族的全国政协委

员手上，变成建议、提案。

布朗族的群众受教育年限低，希望能得到更

充分的技术培训。

张敏建议，以县为点，打造专门针对农民的培

训学校或者在现有学校开设培训课程。

她说，农民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一般是就业

地需要什么就接受什么培训，培训的时间较短，

“对于一些文化水平极低的农民来讲，让他们在这

么短的时间内学习技术，有些吃力，效果不理想，

希望国家在整合职业教育的过程中考虑接纳有学

习需求的农民。

韦震玲在调研中注意到，近年学习农业专业

的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人数较多，回到家乡他们很

快就能带动群众致富。“我们那里有一个留过学的

女孩子，带着技术、市场思维种金桔，开始是她自

己种、通过网络销售，后来她把周边的农民都带动

起来了，农民种的金桔达到她提出的甜度标准，她

全部包销，周边的村民都跟着富了起来。”

她建议，希望出台更多的改革政策让农村更

开放，以利于更多的年轻人回乡施展拳脚、发展产

业。特别是在农村基层，应该为年轻人创造一些开

放的条件。同时在管理方面，她建议，政府的手不

能伸得过长，让市场来给他们自主做一些调节，

“有时候产业发展得不好，自然要承担市场的一些

考验。”

独龙族的干部群众把焦点放在旅游业上，但

是梗阻还是路。

李友祥说，他提交了拓宽独龙江道路、打通怒

江地区与地区之间断头路的提案。

“独龙江要想长远发展，还得靠旅游业。”他

说，当前，进出独龙江道路不够宽，可以通行农用

车和小汽车，但大客车进不去，“特别是旅游大巴

无法进入，这是我们发展旅游业最大的约束。”独

龙江的绿水青山转换成金山银山，还需要打通“最

后一公里”。

“习总书记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

都 不 能 少 。”韦 震 玲 理 解 ，现 在 我 们 的 目 标 变 了

——“乡村振兴也一样，一个也不能少！”

布朗族、独龙族、毛南族委员齐聚人民大会堂

报告总书记 脱贫我们一个都没少

3 月 4 日，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开幕会前，韦震玲 （左四） 和少数民族的其他全国政协委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前交流。 受访者/供图

□ 王钟的

3月4日下午，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
次会议的开幕会上，当看到全国政协委
员邰丽华和另外一位全国政协委员用手
语“唱”国歌的一幕，人们无不动容。很多
网友评价说，虽然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但
感受到了通用手语国歌无声的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家通用手
语方案》3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方案首次
以听力残疾人手语使用者为主体，提出了
使用国家通用手语“唱”国歌的规范。邰
丽华说，每年全国两会，当国歌响起的时
候，她都会在心里默念国歌的每一句歌
词。通用手语国歌的出现，满足了长期以
来聋哑人想“唱”国歌的愿望。

唱国歌是公民义务的体现。国歌法
规定了九种应当奏唱国歌的情形，其中
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开幕、闭幕；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会议和地方
各级委员会会议的开幕、闭幕。然而，因
为聋哑人的生理条件限制，他们无法像
健康人一样唱国歌。这也意味着当他们
需要表达爱国情感时，少了一种通用的、
为人所知的途径。

尽管聋哑人可以使用手语进行交
流，但在过去，缺乏一套权威规范的手语
标准，聋哑人使用“方言手语”进行交流，
不同地方使用的手语存在差异。《国家通
用手语方案》的实施，在全国规范了标准
手语，被形象地称为“手语普通话”。聋哑
人使用通用手语“唱”国歌，表达更加规
范、准确，符合国歌的一致性和严肃性，
有利于维护国歌的尊严。

国歌是国家的象征与标志，具有凝
聚国民情感、激扬民族自信心的作用。广
大聋哑人爱国奉献，履行公民责任，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各行各业创造
社会价值，他们一样有着表达国家认同
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愿望和诉求。人的精
神意志表达，不应该被身体条件束缚。正
如邰丽华委员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这
彰显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斗志
和砥砺前行的奋斗目标。

现代社会，残障人士拥有和身体健
康者一样的生存权、发展权，为他们参
与公共生活积极创造条件是社会应尽的
责 任 。 聋 哑 人 能 够 通 过 手 语 的 方 式

“唱”国歌，对他们融入社会、进行正
常的公民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残疾人克服身体条件的障
碍，积极履行公民义务，社会也应不断努力，推进公共场
所适残化改造，在就业、通勤等领域为残疾人提供坚实支
撑，充分保障他们的公民权利。

聋哑人使用通用手语“唱”国歌，也激发了全体公民的
奋进力量。对于什么是爱国，怎样表达爱国，也许人们有着
不同的答案，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集结在国旗之下，
发出中国人、中华民族团结一致的声音，在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勤勤勉勉、建功立业。在这个意义上，聋哑人“唱”通用手
语国歌无疑具有示范价值，向所有人发出榜样的光芒。

我们向两位使用通用手语“唱”国歌的全国政协委
员投以敬意的目光，因为她们为广大残障群体作出了表
率，也因为她们用行动诠释了爱国是一种多么朴素而伟
大的情感，用这种情感传递了爱国的真挚内涵。无论面
临怎样的不利条件，无论经受了什么挫折，爱国者的声
音永远最嘹亮。

爱国者的声音永远最嘹亮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 山
见习记者 王志伟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未来 5 年的发展规划

和 2035 年的远景目标将在全国两会上讨论，都与青年发

展息息相关。对于今年的全国两会，青年有哪些关切和

期待？

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通过中青报全媒体平台、问卷网（wenjuan.com），进行了

一项“2021 全国两会青年期待”调查。调查显示，88.6%的

受访者关注今年的全国两会，90 后的关注度达到 90.8%。

就业和教育是受访青年期待度最高的两会议题。

调查从 2 月 27 日 18 时开始，截至 3 月 3 日 18 时，合

计 回 收 样 本 1723 个 。 受 访 者 平 均 年 龄 29 岁 。 00 后 占

21.6%，90 后占 48.0%，80 后占 20.1%。男性和女性各占

50.0%。学历在初中及以下的占 2.0%，高中/职高/中技

占 8.7%，大专、高职占 18.3%，本科占 62.5%，硕士占

7.8%，博士占 0.8%。

就业和教育是受访青年最期待议题

“两会是一年中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这段时间大家

都非常关注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问题。”在北京某事业单

位工作的赵梅（化名）说，两会召开之前她就通过社交平

台，关注了代表和委员们的言论，“有关于提高外卖骑手保

障的，有关于增加护工岗位的，有关于乡村教师发展的，能

够感受到代表委员们积极履职，为社会发展献计献策”。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党成立

100 周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对两会有更多关注。”在北

京从事金融工作的蒲林表示，非常关注今年全国两会要

讨论的“十四五”规划纲要，关注“十四五”开局之年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的设定，“今年两会讨论的内容涉及未来 5

年乃至 15 年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调查显示，88.6%的受访者关注今年的全国两会。交互

分析发现，男性受访者对两会的关注度为 90.8%，高于女性

（86.4%）。在不同年龄段中，90 后的关注度更高（90.8%），80
后为 87.5%，00 后为 83.8%。

某高校在读博士生刘强（化名）关注两会中的教育议

题，他觉得现在教育公平的问题还很突出，“地区差异、城乡

差异还很明显，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会影响就业、婚恋等”。

2020 届硕士毕业生小星（化名）目前仍在求职，感觉招

聘平台比较多，就业信息也非常庞杂，对于在校生来说甄别

招聘信息可能存在一定困难。对于今年的全国两会，她关注

与保障就业相关的议题，“希望能有更加权威的招聘信息平

台，节约求职成本，同时对招聘企业进行管理，降低求职者

的受骗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对于公共卫生有了更多思考。”

赵梅非常关心与疫情防控有关的议题，她期待着尽早恢复

到疫情前的生活，“也会关注疫苗研发与注射、医疗资源的

均衡分布等问题”。

数据显示，就业（58.0%）、教育（55.6%）和医疗（51.0%）

是受访者期待度更高的两会议题。其他期待的方面还有：收

入 增 长（42.9%）、养 老（39.9%）、经 济 发 展（35.3%）、创 业

（34.7%），以及整顿娱乐圈和网络乱像，让文化产业健康发

展（31.6%）等。

对到 2025 年实现成长目标的信心度，
受访者平均打出 7.3 分

“经历了 2020 年，我对未来更有信心。”蒲林期待，在不

断发展的社会中，可以有更多实现自己价值的舞台，他希望

有更多民生福祉方面的利好政策，促进高质量发展。

数据显示，67.2%的受访者确认在未来 5 年，自己有更

多机会成长成才。交互分析发现，女性受访者这样认为的比

例（69.6%）高于男性（64.8%）。在不同学历的受访者中，本科

比例最高（72.2%），其次是硕士（70.1%）。

琳琳 （化名） 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大三学生，她给自

己列出了未来 5 年的目标：成为国际汉语教师、考研或者

考公务员、坚持做公益，她希望可以在推广中国文化的路

上坚持下去，“我喜欢传统文化艺术，正在学习古筝和双

节棍，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看到中国文化

的美妙”。

提及自己的目标，琳琳觉得有压力更有动力，她坚信

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会在未来有更多的选择空间。

（下转 7 版）

中国青年报社“2021全国两会青年期待”调查显示

就业和教育最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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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快评

3 月 4 日晚，北京梅地亚中心，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与会的中外记者。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本报北京 3 月 4 日电（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张均斌 王亦君）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发言人张业

遂介绍，大会将于 3 月 5 日上午开幕，3 月 11
日闭幕，会期 7 天，共安排三次全体会议，大

会议程共有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等 10项。

他指出，大会会期适当缩短，但要素

不 减 。 预 备 会 议 、 全 体 会 议 、 主 席 团 会

议、主席团常务主席会议和代表团全体会

议、代表小组会议等，都严格遵守法律规

定和法定程序召开。

张业遂说，中外记者采访全部采用网

络、视频书面等非现场方式，各代表团设

立新闻发言人，各代表团驻地设立大会新

闻中心、视频采访室，积极支持代表接受

视频采访。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会期缩短要素不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