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一辈子都在和水打交道！”一见面，全国人大
代表、江西省水利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傅琼华就笑着告
诉记者，今年已经是她第十一次参加两会。对这位连
任了 3 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来说，水是她履职过程中最
大的牵挂。

傅琼华的日常工作是水利设施建设和维护，最多
的时候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坝工地上忙碌。她
总是不放过每一个机会，向基层水利工作人员了解情
况、征询意见。

农田水利灌溉“最后一公里”问题，是傅琼华最
为关注的。她多次带领技术人员深入农村灌区、田

间地头、农户家中，通过调研普查、座谈走访、咨询专
家，了解到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长期缺乏稳定的维修
资金投入，导致工程普遍老化失修，造成灌溉效益下
降、抗旱能力不足，已经直接影响到粮食安全，也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农村建设。“为此，我连续多年
提出‘设立农村水利补偿基金，解决农村水利问题的
建议’、‘建立 农 村 水 利 长 效 补 偿 机 制 的 建 议 ’、‘ 建
立 灌 区 末 级 渠 系 配 套 改 造 奖 励 补 贴 机 制 的 建 议 ’、

‘ 拓 宽 水 利 建 设 基 金 筹 资 渠 道 的 建 议 ’等 多 项 建
议。”傅琼华说。

让傅琼华代表欣慰的是，2011 年中央一号文件

《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出台，2012 年 6 月《关
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基层水利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发
布，她多年所提的建议得到了采纳。

每年两会前，傅琼华代表都会通过水利系统的内
网向业内同行征求意见。今年，她还在 QQ 和微博上
公布了自己的邮箱，征求网友的意见，“有很多网友向
我反映河道污染问题，有的还拍了照片，提出了具体的
意见和建议。今后，我会继续关注农村水利的科技创
新问题，还会更加关注水环境安全和水污染问题，这次
两会将提交 5 个相关建议。”

傅琼华代表对水的关切，还将继续。

十 年 牵 挂 心 系 水
本报记者 鲍晓倩

他是一名来自医圣张仲景故里的中医大夫，从医 50 年来，
他救助苍生、关爱民生；履职人大代表 30 年来，他用心血和汗水
践行着神圣的职责。他就是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邓州市中医
院院长唐祖宣。

“我的工作是为基层的老百姓服务，为他们减轻病痛，我的
议案也与基层百姓密切相关。”唐祖宣代表说，自 1981 年当选全
国人大代表以来，他已提出 735件议案和建议。

“在这些议案和建议中，最让我牵挂的还是关于中医药发展
的一些问题。”唐祖宣代表说，在一次外地考察过程中，他看到当
地种植中草药基地毁坏严重，不法开发商为了一己之利，大片大
片地将中草药砍伐，当地药农因而痛心不已。见此情景，他通过
媒体发出“救救中医药”的呼吁，还在人代会上提交了加强中草药
生产基地管理和保护的议案，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在中医药同
仁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下，当地破坏中草药生产基地的行为终于得
到制止。

这件事让唐祖宣代表深刻认识到，我国中医中药还处于弱
势状态，亟需从加强中医药管理,解决农民“看病难”等问题
入手。

唐祖宣代表告诉记者，由于社会的偏见和人为的因素，中医
中药的存废之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虽然目前中医药学术水平
和医疗技术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但在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
贵”的问题上，中医中药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

“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我接触到的大
多是农民，深知他们由于收入不高，小病挺、大病挨。我希望，通
过加大对农村中医药扶持和投入力度，健全中医药管理体制，促
进农村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唐祖宣代表说。

作为一名新履职的全国政协委员，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关
注的焦点是农村的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几乎遍布我国每一个乡
村，尤其是一些劳动力输出大省，外出打工人口占农村劳动人口
总数的 70%到 80%。”翟美卿委员说，“他们的孩子绝大多数留
在老家，由老人帮助照看，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容易产生许多
生活及精神、心理方面的问题，加强对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指导
非常重要。”

这次全国政协会议，翟美卿委员提交了一份“关注留守儿童
家庭教育”的提案。这份沉甸甸的提案缘于翟美卿委员的另一
个身份——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副会长。长期以来，她始终关
注少年儿童的成长，一些地方令人触目惊心的留守儿童问题，在
她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翟美卿委员说，全国妇联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农村留守
儿童数量超过了 5800 万人，占全部农村人口的 28.29%。其
中，57.2%的留守儿童是父母一方外出，42.8%的留守儿童是父
母同时外出。79.7%的留守儿童中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
抚养，13%的孩子被托付给亲戚、朋友，剩余的 7.3%为不确定
或无人监护。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这些长年见不到父母的孩子，他们
的家庭教育主要存在 3 方面的问题：一是祖辈作为临时监护
人，难以担负起抚育的重责；二是留守儿童与父母的沟通很
少，关系松散，无法得到父母足够的关爱，容易造成心理问题；
三是留守儿童的安全保障不足，校园安全事故、儿童意外伤害
发生率较高。”

“帮助留守儿童快乐健康成长，是一项惠及家庭利益的民生
工程，对提高国民素质、建设和谐社会意义重大。”翟美卿委员
说。她告诉记者，她在提案中建议，将家庭教育指导作为留守儿
童公益服务的重要功能之一，加大政府财政投入，防止留守儿童
成为家庭教育的盲区，为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提供有针对性的指
导、辅导或治疗等公益服务，建立留守儿童档案，运用社工等方
法进行跟踪服务，或提供心理治疗、法律援助等专业服务，帮助
留守儿童维护合法权益。

“我要为留守儿童圆梦。”翟美卿始终牢记着肩上的重托。
她说，“下一步，要想方设法去推进落实。”

郭新志是山西代表团里一张熟面孔。11 年来，她
连任 3 届人大代表，更难得的是，过去 10 年她提出的 7
个议案有 6 项立法。这背后是扎实的调研，更是长年
酝酿议案的认真和执著。

“上世纪 80 年代，我刚到医院参加工作，见到许
多出生缺陷的婴儿，他们撕心裂肺的哭声让我陷入思
考。”现为山西省脑瘫康复医院院长的郭新志回忆
道，从那时起，她开始对新生儿缺陷课题展开深入
研究。“有一年，我到一个偏远山村调研，发现当
地一对中年夫妇养育着 8 个残疾孩子，这个家庭家
徒 四 壁 ， 而 更 贫 困 的 是 每 位 家 庭 成 员 的 内 心 世
界。”郭新志说，如果优生优育能做好，这样的痛
苦会减少很多。郭新志介绍说，我国有超过三分之
一的残疾人是先天性的，但如果把好几道关，先天
缺陷的孩子能减少一大半：首先，通过婚检提高夫
妻最优组合率；其次，通过孕检找到母亲自身原
因，对症治疗消除致缺陷因素；第三，对孕期胎儿
进行全程跟踪检查；最后，采用 421 模式，保证隐患
在孩子 7岁之前消除。

1992 年，郭新志发表《提高中华民族素质，首先要
从婚前检查和产科医生抓起》文章，得到了卫生部的重
视，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我国新生儿缺陷率开始下
降。今年两会，郭新志又一次提出“关于制订中国出生
缺陷防治法，降低出生缺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建
议，她说，明年她将把这一内容整理成为议案提出。

不分昼夜地下乡调研、问卷采集、整理建议，正是
这种忘我的敬业精神，让她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分量十
足的议案。“肩负着代表的使命，我没有理由松懈，必须
对得起‘人民代表’这 4个字。”郭新志说。

长 年 奔 走 为 履 职
本报记者 李 哲

看到农村土地撂荒就心痛
本报记者 欧阳梦云

看到农村土地撂荒就心痛
本报记者 欧阳梦云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邓州市中医院院长

唐祖宣——

为 留 守 儿 童 快 乐 圆 梦
本报记者 李佳霖 牛 瑾

全国政协委员、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脑瘫康复医院

院长郭新志——

本版编辑 董庆森 马洪超 郭存举

上图 人大辽宁代表团

分组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赵长义代表就报告中关于

深化司法改革，依法保障人民

群众的合法权益的表述谈自己

的认识。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左图 全国人大代表们

步入会场时热烈交流。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平深恋”后的新平安银行近日公布首份年报，年报净利增三成，“综合金融”正能量凸显。尽管
2012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且面临银行息差空间缩窄、内部整合多重压力的挑战，但新平安
银行2012年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134.03亿元,同比增长30.39%，超出市场预期。平安银行新
行长邵平强调，平安银行不会复制其他银行的发展模式，要着眼差异化，走不一样的“平安模式”。

新平安银行：走不一样的路
“综合金融”正能量凸显

显而易见，在完成两行整合后，新平安银行与同业
最大的“不一样”之处就在于“综合金融”以及由此带来
的综合经营模式。

董事长孙建一提出，将根据平安银行的发展战略，
在“综合金融”上构建出有别于同业的发展模式，以实现
超越市场的发展速度。

从年报中不难发现，“综合金融”已渗入银行各项业
务中，通过这一独特优势，新平安银行各项业务，尤其是
战略核心业务正全面提速。

最明显的数据是平安银行在 2012 年综拓业务的高
速增长。通过模式优化和流程创新，综拓存款业务增长
60%、贷款业务增长 120%；平安寿险推荐银行存款达
148 亿元、银行销售平安信托、基金、保险分别达 91 亿
元、13亿元和 12亿元，在银行整体业务中占比加大。

在小微业务和信用卡销售方面，“综合金融平台”
协同优势也功不可没。2012年新增卡量449万张，同比
增长 69.26%；流通卡量达到 1,100 万张，较年初增长
22%；总交易金额达到 2,184 亿元，同比增长 64.50%，
银联跨行 POS 交易 （前 16 家主要发卡银行） 市场份额
提升明显。

此外，作为银行的另一战略核心业务，小微金融依
托“综合金融平台”也加大了渠道建设和整合力度，初步
打通了寿险综拓、汽融等新渠道，交叉销售业务实现了

“零”突破。
平安银行独特的“综合金融”优势正逐渐显现，一方

面，平安集团的“综合金融平台”未来将向公司导入更多
高净值客户；另一方面，“综合金融”还将为银行原有核
心业务注入新动力，使其在小微业务和贸易融资的市场
份额有望迅速提升，有助于减缓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
对盈利的冲击，进而实现赶超同业的目标。

着眼差异化 进入全面提速期

对于未来的差异化战略，平安银行的定位和其他股
份制银行并不一样，目标市场、战略和产品也有不同。
平安银行会学习和借鉴同行优秀的管理理念、经营方法
和经营思想，但最终会形成独特的平安模式。

目前，平安集团旗下约有 7000 万个人客户、200 万
公司客户以及 50 万销售队伍。依托综合金融的平台，
平安银行将在品牌、客户、渠道、产品、服务享用更丰富
的资源，尤其是在交叉销售方面独具优势，随着业务的

全面提速发展，有望真正实现“一个客户，一个账户，多
个产品，一站式服务”。从这一角度看，“平安模式”确有
难以复制的独特之处。

为探索不一样的“平安模式”，新的管理团队还在探
索新的发展引擎，以期实现超越同业的全面提速。而来
自科技和网络的力量，是“平安模式”的差异化战略的一
大关键点。

非传统的弯道超车

以网点布局为例。在平安银行完成两行合并后，网
点的扩张步伐已然加快。2012 年年报资料显示，全年
新增网点 55 家，其中一级分行 1 家，二级分行 5 家，另有
49 家新增支行网点。目前，平安银行网点已达 450 多
家。虽然这与大行逾万家实体网点相比，仍然相去甚
远，但网络化却提供了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

平安银行将要把线下的业务，全部开到线上，未来
几年发展战略的实现，很大程度是通过线上金融实现。
平安银行架构的调整，业务的整合，未来的发展目标，都
是朝着这个方向。

电子商务和网络金融也将成为平安银行未来在小
微业务上后发制人的重要突破口。

上半年调整组织架构

为实现“最佳商业银行”的战略目标，走出不一样的
“平安模式”，平安银行未来三到五年拟进入股份制银行
第二梯队，五到八年进入第一梯队，八到十年则以零售
业务为主。

在此之前，打破原有格局，进行组织架构的调整势
在必行。平安银行将围绕“三步走”战略目标进行。按
照计划，平安银行将推出一些客户事业部、行业事业部
和产品事业部，并对前中后台进行有机整合，以实现专
业化和集约化的经营需求。

新的一年，全新起航的新平安银行将全面推进经营
的变革。针对其薄弱环节，重建考核激励机制，全面推
行资源投入与利润产出相挂钩的考核机制，实行资源配
置上权责分类管理，加大对存款增长激励、机构建设激
励，以及对不良资产清收的激励等。

2012 年平安银行年报中净利三成的不俗业绩和
“三驾马车”的稳健增势，已使多家金融机构纷纷表示
看好“综合金融”的未来前景。也许“平安模式”的
差异化之路还很漫长，但一个好的开局总是让人充满
遐想和期待。 文/王雯

·广告

“我来自农村，看到土地撂荒就心痛。”全国人大代
表、湖南省总商会副会长、湖南万家丽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黄志明呼吁，要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推
动农业经营的企业化和现代化。

黄志明代表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农村劳动力如
果去城市打工，一天能赚 150 元至 200 元，一个月收入
在 4000 元至 5000 元；而一个农民种一亩水稻，收益在
每亩 800元左右。

“在田里辛苦一季还不如出去打工几天，这笔账农
民都会算。所以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外出打工，而家里

的田要么给别人耕作，要么让它荒着。”对此，黄志明非
常担忧。

黄志明代表介绍说，针对土地撂荒严重的问题，我
国已制定了一系列引导性的法律法规，就土地和“三农”
问题提出了新的措施，如允许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
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鼓励发展农民生产合
作社，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等。

黄志明代表曾在长沙县的农村作过一个多月的实
地调研。他发现，农户种一亩田才 800 元，而包给大户
进行规模化耕作，一年也可拿到 800 元，还可以到流转

的土地上打工挣钱。大多农民都欢迎有资金的企业和
有技术的能人流转土地，实行规模化经营。

要保证粮食安全，让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
定，应加快发展和继续规范土地流转。黄志明代表建
议，要实现农业经营的企业化和现代化，通过农村土地
经营和生产方式的规模化现代化，让有资金实力和有耕
种技术能力的企业和个人来经营农业，以有效改善农村
土地大规模撂荒的现状。为此，黄志明代表递交了“关
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新农村建设实现农村土地
企业化的建议”的议案。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万家丽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志明——

中医药作用还远未发挥出来
本报记者 李予阳 崔文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