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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政府

工作报告中被多次提及，引起代

表委员们热议。去年 3 月以来，我

国平均每天诞生 1 万多家企业。

创新创业主体从“小众”到“大

众”，更多“草根”投身其中，掀起

“众创”热潮。

创新创业绝非易事。据不完全

统计，科研创新成功率仅 10%左

右，创业企业 5年存活率仅 5%。可

见，在为“众创”呐喊助威时，尤须

做好宽容失败的准备。

宽容失败，需要观念更“活”

一些。不宽容失败大致有二因，要

么是“想得多”，认为失败一定是

失责失误，夸大人为因素，轻视创

新活动自身规律；要么是“想得

少”，贬低探索价值，忽视创新人

员的辛勤付出。因此，营造宽容失

败的氛围，应该多一些理解，少一

些偏见。

宽容失败，需要研究得更

“深”一些。因为即使失败，创

新创业过程仍投入了人力物力财

力，积累了价值和经验，因而值

得研究总结。欧盟鼓励中小企业

开展跨国技术转移合作的“创新驿站”，会对创业失败

案例进行系统专业的研究分析，以此培训创业者，提升

其创新创业技能。对“失败”研究得更深，走向成功才

能更顺。

宽容失败，需要制度更“实”一些。宽容失败不能单凭

“口说”，还需制度保障。当前，尽管《科技进步法》及不少

地方的科技进步条例都将“宽容失败”纳入其中，但真正

落实起来却困难重重。究其原因，缺乏配套的评估管理制

度是关键。因此，相关部门和管理者要做到“三心二意”：

更加用心、细心、贴心，拿出更多诚意和锐意，让宽容失败

的制度从设计到执行更实一些，真正为创新创业者减压

减负，创造出真正鼓励创新的文化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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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学会宽容失败

董碧娟

呼伦贝尔市三位旗长代表的共同心声——

生 态 建 设 呼 唤 法 治“ 护 航 ”
本报记者 罗 霄 姚 进

“如果对在草原上滥挖药材等破坏生
态的行为仅仅处罚50元，那怎么可能杜绝
此类现象？又怎么谈得上保护生态？”这
是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全国
人大代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旗长
索曙辉的焦虑。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
旗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旗，耕地面积居全
国旗县前列，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级贫困旗
县。尽管如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依然极为重视生态建设。

呼伦贝尔市的另外两位旗长，也不
约而同地谈起各自面临的严峻生态挑
战。他们一个来自以牧民为主的草原，
一个来自以猎民为主的林区。

“这次参加两会，我带来的建议是，
优先在国家级贫困县与边疆少数民族地
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全国人大代表、
鄂伦春自治旗旗长何胜宝表示，目前，这

项政策已在海南等地区试点，但呼伦贝
尔市还没有被纳入试点。

生态补偿机制主要针对的是区域性
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是一项基于

“受益者付费和破坏者付费”原则的环境
经济政策。

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依法进行。
“现存的问题在于，多项法律条款交织在
一起，互相碰撞，其中的利益关系错综复
杂。”3位代表对此均深有感触。

以《森林法》里的林权问题为例，何
胜宝代表认为，在保护林地的同时，要给
当地居民留足传承文化、农业生产，以及
城镇发展的空间。而目前存在着没有完
全尊重当地实际、立法前调研不足的问
题，从而引发了多种法律交织甚至“打
架”的情况。

“希望国家相关部门结合当地的生
产发展与民族文化现实，重新对大兴安
岭地区调研后进行确权，这样就能更为
科学合理。”何胜宝说。

在全国人大代表、鄂温克族自治旗

旗长色音图看来，目前，草原法的执法队
伍相对弱小。“与《森林法》相比，《草原
法》的执法力度远远不够，也不像《森林
法》那样有细致全面的执法细则和强大
的执法警察队伍作保障，《草原法》在处
罚力度方面也弱很多。”

这与当初“重林轻草、重农轻牧”的观
念不无关系。“生态并不是花钱就能买到
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执法严不严，有没有
人监督。”谈到这些久未解决的问题，色音
图代表的语气中流露出急迫。

“保护生态必须以法治建设为主线，
要 有 强 大 的 立 法 、司 法 队 伍 来 作 为 后
盾。”索曙辉代表表示。

此外，3 位代表还建议，保护生态也
要重视动员和调动当地居民的积极性，
避免出现“局外人”的尴尬。

“农民有粮食补贴，牧民有奖补政
策，但作为大兴安岭守护者和防火员的
猎民，却只有城镇低保和农村低保，其
他收入都靠自己。”何胜宝代表介绍说，
鄂伦春旗有猎民 1073 人，人数虽然并

不多，但对当地的地形比较熟悉，如果
能够给予他们类似林业职工的待遇，这
样就有利于发挥他们自身的优势，也不
用太多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性，还能保留
一些民族特色文化。

记者了解到，目前，鄂伦春自治旗的
人均年收入比呼伦贝尔市低 3000 元左
右，而与内蒙古自治区的相比，更是相差
近 5000 元；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
人均年收入则低于呼伦贝尔市 15%左
右。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
催生了“靠山吃山、靠林吃林”的观念，而
忽略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贫穷保护不了生态。”何胜宝代表
建议，在协调生态建设保护和经济社会
发展中要探索以下政策：借助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加大生态功
能区生态保护与修复力度，提高重点生
态功能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根据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划分要求，经科
学论证，进行有限制地开发，促进地区生
态建设和经济社会共同发展。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邀请5位女代表举行记者会，她们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表示——

创新时代女性迎来更多发展机遇
本报记者 吴佳佳

3 月 7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邀请全国人大代
表吴洪芹、董明珠、李欣蓉、傅莉娟、魏旋
君就“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促进妇女
发展”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代表们认为，目前，我国女性地位已有显
著提高，我国女性的形象应是自尊、自
信、自立、自强。同时，她们呼吁相关部
门进一步贯彻男女平等国策，遏制家庭
暴力和就业歧视。

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董明珠代
表表示，我国女性地位已经有了显著提
高。“目前，中国对女性的重视程度非常
高，妇联每年都会为女企业家或者女性
知识分子举行各种各样的论坛，通过交
流，我们很多没有被挖掘的潜质被激发
出来。所以，相信未来的女性会为我国
的建设和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

她认为，妇女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话
题，除了社会关注，更重要的是女性自身
努力。“在创新的时代、在技术发展的时
代，我们已经脱离了过去完全靠拼体力
的时代，女性有更多的机会来展示自己
的智慧。”董明珠代表说。

有记者提问，如何让妇女在参与经
济建设和扶贫开发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妇联主席吴洪芹
回答说，妇女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重
要力量，同时也是参与我们国家扶贫开
发的一支重要力量。没有妇女的脱贫，
也就没有真正的全面小康社会。她举例
说，过去两年，福建南平市政和县石圳村
由妇女组织成立的“巾帼美丽家园建设
理事会”，就成功带领全村妇女改变了当
地贫穷落后的面貌。通过发展“庭院经
济”，石圳村成为全省先进典型，还被评
为 4A 级乡村旅游景区。

针对轰动一时的“就业性别歧视第一
案”。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益阳市委书
记魏旋君在回答记者相关问题时表示，案

件有 3点启示：一是社会学法的实效。经
过多年的学习，全社会的法律意识、法律
素养普遍有了新提高。二是执法的实
践。多年以来，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已经
形成社会共识，特别是司法机关，尤其是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严格执法、公正
司法方面取得了许多新成效。三是用法
的实例。我国法律在促进男女平等，维护
妇女在文化教育、劳动、同工同酬权利等
方面都进行了原则性规定，“这一案例，具
有判例性质的司法意义”。

魏旋君代表表示，我国是按照法律
原则和法律规定来执法的，但这一案例
给人民法院今后审理类似的案子提供了
一种思路。

女大学生到基层工作、创业的优势
在哪里？困难又在哪儿？曾经的大学生
村官、全国人大代表、中航爱飞客公益基

金会秘书长李欣蓉认为，女大学生到基
层去的优势有：热情、吃苦耐劳、充满活
力,良好的沟通能力，以及善良、诚信
等。“女性身上的这些特点，让她们到基
层去更容易被接纳。她们的思想能够给
农村带来活力。”她说。不过，通过自身
的创业经验，李欣蓉代表也体会到，在农
村创业存在很多困难，如组织、信息、资
金、宣传、成长等方面的壁垒，女性青年
朋友们应做好心理准备。

近年来，中国也有多起家庭暴力案
件曝光，引发全社会关注。全国人大代
表、湖南省司法厅副厅长傅莉娟指出，一
定要赋权妇女，无论是立法还是执法，以
及在保护妇女权益的过程中，都须有以
受害者为本的理念，在处理相关案例过
程中尊重她们的意愿，“作为旁观者来
说，有时候给她们出的主意不见得适合

她们自己的生存与发展需要”。
“在反家庭暴力法的框架里，应该针

对家庭暴力的特殊现象制定相关法律规
定，比如人身保护令、警察诫勉谈话制度、
临时庇护和监护制度等。”傅莉娟代表说，
一部法律的实行，不是哪个部门单独可以
完成的，特别是反家庭暴力法，除了妇联，
要建立多部门合作的协助制度。同时，要
借助社会力量形成“官方和非官方”、“正
式和非正式”的两个系统。她举例说，湖
南长沙正在探索整合部门和社会资源，

“这中间就有法院、公安、民政、妇联、社工
及律师”。此外，傅莉娟代表认为，应该给
家暴受害者提供心理咨询，无家可归时提
供临时庇护，对没有技能的受害者提供技
能培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助人者
自助，只有自己强大起来了，反家庭暴力
工作才真正做到位了。”

认 真 履 职 尽 心 尽 责
本报记者 李景录 赵 晶摄影报道

3 月 8 日是“国际劳动

妇女节”，正在参加全国

两会的女代表、女委员们

备受关注。她们认真履

职、参政议政，积极为国计

民生献计献策，贡献才智，

成为会场上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3 月 7 日下午，人大湖北代表团孙玉秋代表（中）

向媒体呼吁关注妇女就业问题。

3 月 7 日下午，人大湖北代表团孙玉秋代表（中）

向媒体呼吁关注妇女就业问题。

3 月 7 日下午，十二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举行记者会，邀

请吴洪芹、魏旋君、傅莉娟、董

明珠、李欣蓉等 5 位全国人大

代表就“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

策，促进妇女发展”的相关问题

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经济日

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下图）就

改善女性创业环境问题提问。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3 月 7 日，政协医卫界委员牛忠英、周学东、李萍（从左至右）就共同关注

的话题在一起交换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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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7 日下午，政协青联界李佳鸣委员（右一）在

小组会上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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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会上建言献策。

3 月 6 日，在全国妇联两会期间主办的“三八”国际

妇女节中外妇女招待会上，一位外国女记者正在采访

拍摄。 本报记者 张小影摄

代表委员驻地宾馆的女工作人员，在人民大会堂

外举牌迎接代表委员回驻地。本报记者 赵 晶摄
代表委员驻地宾馆的女工作人员，在人民大会堂

外举牌迎接代表委员回驻地。本报记者 赵 晶摄

两会期间，一位女记者正在人民大会堂外进行现

场报道。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记者会上，女记者

们争相提问。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