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的生活，是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的映射；个人的幸福，是一次

次改革泛起的涟漪。

民生，是万千百姓最大的福

祉，是每一个家庭的衣食住行和喜

怒哀乐。稳物价、促就业、控房

价；孩子们喝上放心奶、人们吃上

放心菜；养老产业

的扶持力度

大一些，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分布公

平些⋯⋯

民生，是两会不变的主旨和主

题。从议案、提案、建议，到一件

件惠民实事、一项项改革措施，人

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全面深

化改革的焦点问题。民意所望，是

制定政策的“风向标”，而改革的

每一步成果又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

大变化——

在过去的一年里，异地高

考“破冰”让在外求学的游子们看

到了希望，“单独两孩”制度为多

少家庭增添了温馨，建立全国统一

的城乡养老保障制度让老年人过上

幸福美满的晚年生活，《注册资本

登记制度改革方案》 设定的“零门

槛”激发了无数人的创业梦，而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让所有派遣

用工有了同工同酬的依据和底气。

这是 2013 年交出的民生答卷：

用于民生保障的财政支出稳步增

加，拨付速度进一步加快；全国实

现城镇新增就业 1310 万人，完成预

期目标的 145%；全国居民人均可

支 配 收 入 18311 元 ， 同 比 增 长

10.9% ， 扣 除 价 格 因 素 实 际 增 长

8.1% ， 跑 赢 了 CPI， 也 跑 赢 了

GDP⋯⋯

我们呼唤发展，更呼唤有质量

的发展，这一切都需要改革的推

动。让改革的红利惠及所有百姓，

我们每个人的梦想就能照进现实。

民 之 所 望 梦 之 所 向
陈莹莹

民 之 所 望 梦 之 所 向
陈莹莹

3 月 1 日，我注册的金融中介公
司在长沙正式开业。从 3 年前走出
大学校园“海战招聘市场”，到如今
自己当老板，我和每位年轻人一样
都经历了从就业到创业的各种挑战。

根据自己这些年的积累，我决
定从事金融中介服务。目前，我们
公司有 5 名员工，都是从人才市场
上招来的高校毕业生。小微企业对
人才有着极强的需求，但在招聘的
时候，我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大
学生对小微企业的认同度较低，政
府目前尚未出台相关针对小微企业
招聘大学生的优惠政策，等等。

我感到一些大学毕业生的就业

观确实需要修正，但各级政府以及
全社会也应该在保障就业环境上下
功夫，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更多、更
广的就业机会，保障就业环境公
平，同时期待政府能够给创业者更
多 优 惠 政 策 ， 以 促 进 创 业 带 动
就业。

两会召开在即，希望有关部门
能切实解决性别歧视、户籍歧视等
在就业市场上屡禁不止的问题。我
也希望政府引导大学生拓宽就业思
路，同时也要尽快建立大学生到基
层就业、到小微企业实践的长效
机制。

（本报记者 孙 璇整理）

多下功夫保就业多下功夫保就业

湖南宏源金融咨询公司总经理刘星语——

给 86 岁的母亲找家称心的养
老院，是我过去一年里最大的事儿。

母亲患有脑梗多年，逐步引发
了一些精神障碍，晚上总睡不好，
我和爱人都 60 多岁了，照顾起来
力不从心，我们决定给母亲找家养
老院。

我把所有的广告信息都剪辑成
小册子，找了不下 10 家，目标就一
个：让母亲过得舒服。那段时间真
是上火。后来，我开始听广播、看报
纸，大量关注养老方面的新闻，知道
我们国家养老资源缺口大、老龄化
趋势加重，养老已经成为一个社会
问题。的确，一个老人的问题就是
一个家庭的问题，老人活得有质量，
家庭才能过得有质量。

一个多月前，有熟人给推荐了
一家护理护养院，单人护理、有医

院、离家近，虽然 1 个月要 8000 多
元，但是我愿意花这个钱。

等我到了母亲这岁数，老人会
比现在还多。我已经开始考虑自己
养老的事儿了，就希望不给孩子添
麻烦，和老伙伴在一起，有人陪、有
嗑唠、有康体娱乐设施等。

今年黑龙江开两会的时候，就
有代表提出要加强政府、市场和社
会的通力合作，加速养老社会化，这
是好事儿。但我觉得光“养”还不
行，配套设施也得完善，不管公办民
营国家补贴得到位，还得把服务分
层次，满足各收入层次的需求。虽
然人老了，可也得活得有尊严、活得
有质量。

我的愿望就是：老有所依、老有
所养、老有所乐。

（本报记者 陈莹莹整理）

晚年生活更有质量

虽说医疗条件不断改善，但
“看病难”仍然十分突出。有些大
医院就像卖场一样，拥挤、嘈杂、
长时间等候不说，好不容易看上了
病，医生往往三言两语就打发走
患者，医患之间的交流不够。看病
的体验是令人烦恼和痛苦。所以我
总在想，看病这么难，到底是怎么
回事？

我特别希望国家不断加大对医
疗事业的投入，并且在有条件的情
况下，让全国的医疗资源分配得
更平均。我有很严重的颈椎病需
要手术，但当地医院的技术不如
北京的医院技术好，所以我只能
跑到北京求医，而全国像我这样
为了看病去北京的患者并不少。
希望有一天，不管大城市还是中小

城市的居民，都能享受到优质的医
疗资源和服务，不用为了看病而四
处奔波。

如今的医疗保险确实起了大作
用，我们都享受到了看病报销的实
惠。不过医保只解决基本医疗问
题，一旦遇上需要手术的大病，材
料费昂贵又不能报销，个人支出的
负担还是很重的。因此，在大病医
疗方面，希望政府能够给予更多的
保障。

此外，我希望政府想办法加强
社区医疗建设，让感冒发烧这类常
见病、多发病在社区解决。期待政
府加大宣传和投入力度，让大医院
的优质医疗资源向下沉，毕竟就医
方便才是我们最期盼的。

（本报记者 李 景整理）

期盼就医更加方便期盼就医更加方便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居民严洁——

四川省成都市居民景秀京——

来到超市工作两年来，听到顾
客询问最多的问题是：这个东西打
折吗？有没有赠品？蔬菜、水果、
鸡蛋、肉类等新鲜食品都是居民日
常生活中需求量比较大的商品，所
以顾客也最关心这些商品的价格。

我 们 每 天 会 有 一 些 1 元 、 2
元、3 元不等的特价蔬菜。早上 7
点超市开门营业前，就会看到很多
老年人排起长队在外等候，大家都
希望厂家和超市多推出这样的让利
活动。

顾 客 这 样 一 早 排 队 选 购 ， 就
是 觉 得 早 市 菜 价 廉 物 美 。 说 实
话，对于物价的上涨大家也能理
解 ： 在 商 品 到 达 顾 客 手 中 之 前 ，
需要经过生产、加工、运输等多
个环节。各个环节的成本都在提
升，比如油价上涨必然带来运输
成本的上升。

物价稳定关乎百姓生活水平，
希望相关部门进一步研究一下怎样
减少中间环节、挤出物价“水分”。

（本报记者 姚 进整理）

物价需再挤“水分”

沃尔玛北京宣武门店员工谭茂弟——

去年，我家女儿 1 周岁，爱人
辞职，我跳槽。

2010 年，我和妻子一起来到北
京工作，我在一家外包型技术服务
公司做技术员。当时的工资一个月
4900 元多一点，加上妻子每个月有
3000 元的收入，小两口的生活过得
也算有滋有味。2012 年，我们的女
儿降生了。为了更好地照顾女儿，
妻子辞去了工作，专心在家照顾女
儿。这样一来，我肩上的担子重了
许多。

2013 年 ， 各 大 电 商 在 互 联 网
金融领域开疆拓土，让我这样的
技术人员成了“香饽饽”。2013 年

11 月，我跳槽到了京东商城旗下
的网银在线公司。开始心里也是
七上八下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随着
业 务 的 拓 展 ， 我 的 工 资 也 水 涨
船高。

今年，女儿的成长让我们两口
子有了安家落户的愿望。上个星
期，我们在河北廊坊买了新房子。

最近，中央提出，努力把我国
建设成为网络强国，这让我对未来
充满了期盼。我坚信，随着国家大
力支持网络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自
己的收入将会更上一层楼。

（本报记者 李鹏翔整理）

尽管有关部门一直在想办法治
理交通拥堵，但在北京、上海、广州
等大城市，交通拥堵成了“家常便
饭”。我们希望在全社会倡导绿色
出行，也希望利用大数据和互联网
思维来观察研究如何解决城市交通
拥堵。

为了解决城市交通拥堵，不同
国家不同城市采取不同的方法或者
方法的组合，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类，
一类是通过行政手段，一类是通过
经济杠杆。这些手段在一定程度上

是有效的，但在大数据背景下，如果
用互联网思维和视角来观察交通拥
堵问题，或许就会得出更多有价值
的结论，再辅之对策，做到未雨绸
缪，有助于在根本上缓解交通拥堵。

高德软件作为数字地图内容、
导航和位置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
积累了大量的交通出行数据，这些
数据能够为智能交通提供更多的决
策依据。经过长期的积累，我们初
步形成了北京区域内的交通“热力
图”，进而能够分析得出什么时段的

哪些地段拥堵严重。
此外，从近期高德地图的相关

数据看，超过八成的用户启用驾车
方式规划路线，而公交和步行的比
例低于 20%，这也就说明绿色出行
的比例还非常低。有了这张交通

“热力图”和绿色出行比例偏低的结
论，政府相关部门在做城市规划建
设时，就可以做到合理布局合理建
设，使得治堵的措施在一开始就被
考虑进来。此外，可以考虑为绿色
出行者提供更多的便利，比如开辟

完善的自行车道、提供免费便捷的
自行车站点、支出更多的公共交通
补贴，等等。

当然，造成交通拥堵的原因很
复杂，且往往是多重的。除了过去
常用或者现在还沿用的方法外，我
希望有关部门能从大数据和互联网
思维和视角出发，审视和研究交通
拥堵的原因，并在大数据的指导下，
为缓解交通拥堵设计更有效率的治
堵方案，为缓解交通拥堵作出努力。

（本报记者 陈学慧整理）

用 大 数 据 思 维 缓 解 交 通 拥 堵

高德软件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成从武——

京东商城网银在线数据库技术员刘波——

农村娃想上好学校

河南省南召县居民史洪举——

新学期开始，农村老家的姐姐
把 7 岁的外甥女从村里的小学转到
了镇上的寄宿制学校。相对于城
镇，农村的基础教育一直十分薄弱，
虽然义务教育的“两免一补”的政策
已在农村得到了贯彻落实，但农村
学 校 生 源 的 外 流 现 象 依 然 比 较
严重。

作为从农村走出的“80 后”，我
对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的感受尤
为深刻。现在农村学校的硬件设施
情况虽有改善，但仍留不住老师，留
不住学生。以外甥女原来所在的村
小学为例，每个班只有十几个学生，
新分配来的老师没多久就被乡镇学
校“挖”走。一个老师要教两三个班
级的课程，导致课程的教授有很大

的随意性，且知识结构固化，不少农
村家长千方百计将孩子送往县城或
乡镇的小学。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医疗保
险和养老保险的推广与健全，众多
农村百姓在经济、医疗、养老方面已
无大的担忧，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子
女的未来，都希望子女能够受到良
好的教育，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两会即将召开，我期盼能够更
加关注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问题，不
断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同时
出台更多优惠政策，吸引更多优质
教育人才流向农村，让农村儿童也
能享受到良好的教育资源，让城乡
孩子能够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本报记者 欧阳梦云整理）

收入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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