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3 岁的全国人大代表、民间工
艺美术大师张汝财今年提交的建
议中，有两份是关于养老的，即“关
于落实医保异地结算推进京津冀养
老服务业协同发展的建议”和“关于
改革和健全老龄工作领导机制的建
议”。为写好这两份建议，在过去一
年中，他先后到河北省衡水市丽景
名苑小区、颐年老年公寓，了解社区
居家养老和社会机构养老的情况，
还到河北省深州市考察了“如家养
老中心”和“养老服务中心”，并用个
别走访、抽查等方式，了解老年人的

实际生活状况。
2015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

国家战略，京津冀三地如何形成“一
小时养老圈”成为张汝财代表关注
的重点。他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养
老院的软硬件都配备得很好，但是
入住率却很低。“例如，衡水市桃城
区的一处老年公寓，占地面积近百
亩，有 1600 张床位，环境优雅，软硬
件标准都很高，但床位闲置率却达
到了 80%。”

张汝财代表详细了解了这家养
老院的情况。原来，该养老院的定

位是利用衡水毗邻京津、交通便利、
养老成本低的优势，招收北京、天津
的老人入住。因为这里具备交通和
价格的双重优势，既可以缓解京津
地区人口密集的压力，还能减轻老
人及家属的负担，所以很多京津地
区的老人前来咨询，有的老人还入
住了一段时间。但是，由于在办理
住院等各种手续时非常麻烦，老人
及家属感觉不方便，所以养老院入
住率持续下滑。

“ 这 种 情 况 具 有 一 定 的 普 遍
性。”张汝财代表说。为了寻找解决
问题的办法，他与当地民政部门进
行了沟通，并作了进一步调研。最
终，他形成了自己的建议：随着京津
冀一体化进程加快，尽快建立京津
冀三地统一的医疗保障利益调整和
分配机制，将医保基金进行合理调
剂；逐步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实现

“医保异地互通互认”，无缝对接；纳
入当地就医结算体系，推进京津冀
养老服务业协同发展。

“这已经是我第四次参会了，每
参加一次就觉得肩上的担子又重了
一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
行广州分行行长王景武今年准备了
6 个与经济金融工作有关的建议，涉
及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可兑换、
农村普惠金融、绿色金融、支付结算
管理等内容。“在经济新常态下，金
融创新应该并且能够为转型升级提
供支撑。”王景武代表说。

王景武代表告诉记者，去年他
的建议得到了有关部门的积极反
馈。“去年，我提出了要把自贸区打

造 成 为 资 本 项 目 可 兑 换 的‘ 试 验
田’、设立自贸区华侨经济合作基金
等建议，目前自贸区金改细则已经
发布，广东丝路基金也正式落地。”

过去一年，王景武代表深入基
层走访、调研，掌握了大量金融改革
创新动向和需求。“我发现，企业对
跨境人民币业务的需求还是很大
的，因为这项业务能够帮助他们减
少汇率损失、提前锁定利润。我希
望，借着人民币加入 SDR（特别提款
权）的东风，趁热打铁，把广东自贸
区 打 造 成 为 人 民 币 国 际 化‘ 试 验

田’，帮助企业‘走出去’、推动‘一带
一路’建设。”王景武代表说。

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民生？王
景武代表说，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实
现了农村基本金融服务全覆盖，这
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但和城市
相比，农村金融服务在内容、质量、
效率等方面仍有不小的改进空间。

根据调研情况，王景武代表建
议，深入推进农村金融服务基础设
施建设，通过大力推进金融服务供
给侧改革，以普惠制为核心，以“三
农”金融需求为导向，有效提高普惠
金融服务的精准性，推进农村金融
服务产品创新，形成多层次、低成
本、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加
大对特色农业、高效农业、农产品精
加工的支持力度。

“应该通过创新，让每一个人在
有需求时都能以合适的价格享受到
及时、高质量的金融服务，使广大
人民群众公平分享金融改革发展的
成果。”王景武代表满怀信心。

全国人大代表王景武：

金融创新应支撑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陈 静

全国人大代表张汝财：

让老人异地看病“少跑腿”
本报记者 金 晶 雷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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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分

组 讨 论 的 第 一

天 ， 经 济 界 别

37 组 的 委 员 们

就上演了一场抢

话 筒 大 战 。 大

家 围 绕 如 何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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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建 议 ， 展 开

交锋。

代表、委员履职尽责、参政议

政，也离不开一双磨破了底儿的鞋。

在过去的一年里，代表、委员们的脚

步遍及我国的城镇乡村，就老百姓最

关心的问题展开深入调研：全国人大

代表孙宝树、龚克在天津调研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全国政协委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胡

晓义随全国政协“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 改 革 ” 专 题 调 研 组 赴 安 徽 调 研

⋯⋯

来自一线的调研成果带着泥土的

芬芳，带着民心的温度，变成了成千

上万件议案、提案和建议，把经济动

态和民生期盼传递到两会上，推动各

项问题逐步解决。

代表、委员履职尽责、参政议

政，最需要的是与国家命运休戚与共

的一颗心。眼下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增

速换挡期。在国内资源环境约束增

强、国际经济复苏缓慢的双重压力

下，中国经济转型压力依旧巨大。

在此困难关头，代表、委员们

抛开说错话的顾虑，主动剖析部门

工作存在的问题、坦陈企业经营遇

到的障碍，还有代表、委员不顾工

作繁忙，积极要求组织经济问题专

题调研和座谈，央行副行长潘功胜

还主动邀请委员们组团去央行，跟

各司局面对面讨论当前经济形势，

拿出解决方案。

短短十几天会期，希望这群最

了解中国经济社会现状的人，个个

都能用好抢话筒的手、磨破底儿的

鞋、有责任有担当的心，建言建在

需要时、议政议到点子上、监督监

在关键处，集中为中国经济号脉开

方，为老百姓上传下达，向世界展

示 出 一 个 民 主 开 放 、 活 力 充 沛 的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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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南边疆到东北黑土，从青藏高原到齐鲁大地，扶贫开发工作正在全国各地大力推进。新
时期，如何推进精准扶贫？怎样提升相关地区群众的获得感？

“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支持困难群众脱贫致富，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
及人民，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职责。不能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掉队”，成为代表们的共识。

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表示，只要不断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形成扶贫
开发工作的强大合力，中央确定的到 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
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一定能如期实现。

发 力 精 准 扶 贫 共 享 发 展 成 果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影报道

◀云南省是

全国贫困人口最

多 、贫 困 程 度 最

深 的 省 份 之 一 。

在人大云南代表

团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资 艳 萍（基 诺

族）、胡 阿 罗（彝

族）、自 贵 菊（彝

族）（从 左 至 右）

表 示 ，扶 贫 开 发

要充分调动群众

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 ，提 高 自 我 发

展能力。

▶“十二五”以来，陕西省

贫困人口已从 930 万人减少到

360 万 人 。 在 人 大 陕 西 代 表

团，全国人大代表史贵禄（左）

表示，今后要继续稳扎稳打，把

易地搬迁作为治本之策，把发

展生产作为重要基础，把生态

补偿作为新的路径，把教育脱

贫作为关键环节，把社会保障

作为兜底举措。

◀推进扶贫开发、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首先要有一个好

思路。在人大山东代表团，全

国人大代表袁敬华（右二）认

为，理清思路、找准路子是做好

扶贫开发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为推进扶贫措施精准落

实，黑龙江省计划，2016 年完

成 350 个贫困村 40 万贫困人口

脱贫任务。“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要因乡制宜、因村施策、因户

施法，扶到点上、扶到根上。”来

自人大黑龙江代表团的全国人

大代表隋熙明（中）说。

全国政协委员王海波：

科学培育“造血”能力
本报记者 常 理

带着一年的调研成果，已经连
续 14 年 参 加 两 会 的 全 国 政 协 委
员、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
波再次来到了北京。

2014 年到 2015 年间，王海波
委员曾带领农业专家前往多个贫困
村进行扶贫帮扶和指导工作，看到
了一些靠自己奋斗发展起来的典
型 ， 也 发 现 很 多 贫 困 村 还 存 在

“等、靠、要”思想，依然摆脱不了
“伸手”的惯性，忽视了挖掘自己身
上“穷则思变”的宝贵创造性，错
失了很多机会。于是他意识到，农
村脱贫致富的关键并不在物质和金
钱，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要让每
一个同贫困作斗争的人树立起正确
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培养与贫困
作斗争的精神。

“扶贫之所以叫‘扶’贫，最
重要的是让被帮扶的人自己站起

来，提高他们自身的生产和生活能
力，通过改变自己实现真正的脱
贫。”王海波委员对记者说，各地
在选派扶贫工作队和驻村第一书记
时应进行充分培训，不仅要增强他
们扎实做事的作风，还要提高他们
的扶贫能力与水平，要使所有人都
认识到，扶贫不能包办代替，“保
姆式”帮扶从根本上解决不了问
题。

因此，王海波委员建议多向农
民传授生产、生活的知识和策略，
多帮助农民转变思想，学会系统地
思考问题，在此基础上多发挥农民
的自主决策权，让他们自发形成脱
贫致富的内在动力。

王海波委员认为，要真正实现
脱贫致富，必须有产业支撑，并且
要让老百姓提高自身能力。同时，
国家需培养贫困地区的“造血”能
力，要智慧扶贫，防止贫困地区盲
目照搬其他地方的模式，导致低水
平重复、恶性竞争等一系列问题。

那么，产业扶贫应该从何做起
呢？王海波委员认为首先要进行特
色化选择。所有脱贫项目都要选择
适合当地资源环境禀赋、能形成自
身特色优势的产业，并且一开始就
要考虑可持续发展，要明白“金山
银山”最终要靠绿水青山的道理。

其次要差异化发展。无论多好
的产业都怕雷同，无论有多好的技
术支撑、多好的产品质量，如果没
有差异化发展，只要多了，到头来
谁也赚不了钱。

最后，还要限量化生产。要变
数量增长为质量、效益增长。对于
选定好的产业，不能无限度地扩张
规模。不能简单地算乘法，一哄而
起地扩大规模，造成产能过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