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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的一大亮点，是首

次 设 立 “ 代 表 通 道 ” 和 “ 委 员 通

道”。截至目前，已有近80位代表委

员先后亮相，回答中外记者提问，讲

述履职故事和政见心声。代表委员通

道这扇“新窗”，展现了代表委员们

的风采，更传递出新时代中国更加开

放、透明、自信的形象。

新通道彰显了中国两会的自信

气 质 。 代 表 委 员 是 全 国 两 会 的 主

角，为他们新设发声平台，无疑可

以 更 加 突 出 他 们 的 主 体 地 位 。 同

时，相较于已有的部长通道，代表

委员通道是更为宽泛的民意场域，

大批来自基层和一线的普通代表委

员在这里回应社会关切，让热点话

题的交流讨论更具有广泛性、普遍

性和代表性。从两会部长通道，再

到代表通道、委员通道，奏出的是

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化 、 规 范 化 、 程 序 化 、 透 明 化 的

交响。

新通道体现了代表委员履职能力

的提升。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代表着

最广泛的人民群众，他们的关注关切

和履职情况，理应为群众所了解。新

通道的设立，意味着参加全国两会的所有代表委员，都要具备

主动站在麦克风前讲述履职故事，回应社会关切的能力，实现

在对话中增进了解，在沟通中凝聚共识。从已经走上通道的数

十位代表委员们来看，他们诚恳、自信、从容地回答媒体的提

问，可谓是向公众交上了合格的“答卷”。

新通道传播了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连日来，来自众多行

业的代表委员纷纷走上通道，结合自身经历和感受，讲述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东城区

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周晔介绍了特殊教育的发展情况，并现场教

记者们用手语表达“谢谢你”；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海西蒙

古族藏族自治州州长孟海用一块青海盐湖卤水提取加工制成的

“镁宝”产品，讲述“变废为宝”的创新发展故事；全国人大

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秀起自主研发的翻译机并告诉媒

体，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部分实现领跑世界……一个个饱

含“温度”“情感”的精彩中国故事，从这短短几十米的通道

上输出，经过全球媒体报道，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

我们期待，全国两会能搭建起更为丰富多元的沟通交流

渠道，汇聚民意、凝聚共识，也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展示

中国形象。

58集团CEO姚劲波是今年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他希
望国家出台更多推动互联网创业企业的扶持政策，让中国的
发展插上科技创新的翅膀。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
是用来炒的定位。报告同时提出，支持居民自住购房需求，
培育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共有产权住房。“国家现在提‘租
购并举’非常及时，人们可以通过租房，一样可以在城市里
生活得更好。然而，租房的人并不能享受像买房一样的社会
福利待遇，例如小孩入学、看病就医等。”姚劲波代表认
为，保护租房权益才能够让租购并举真正落地，让租房如同
购房一样住得放心，这也是让更多人在城市里租房的一个解
决方案。

“我们要扮演好平台的角色，就是要让所有的房源都能
在平台上找到，并通过与政府合作，让平台更加安全。”姚
劲波代表表示，作为平台，58 集团在租房者和供房者之
间，就是要更好连接两端，这需要把科技、人工智能更好地
结合在一起。

对于房地产税，姚劲波代表认为它确实会对行业产生比
较大的影响，如果出台房地产税，买房会更便宜，持有房屋
成本会更高，对一些炒房的人将有比较大的打击。但同时这
也会带来另一方面的利好，很多人会把多出的房屋转到租赁
市场以降低成本。这将缓解租赁市场的房源问题。

“我认为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应该是‘租购并举’，不管是租
售还是C2C模式，主体是个人。”姚劲波代表表示，目前一线
城市出现的品牌公寓或者机构集中的房源，整体占比还很小，
也许几年后会占到30%。品牌型公寓服务商的崛起还需要政府
进一步开放一些政策，比如说租赁用地等，再加上打通融资障
碍，相信中国租赁市场房源最终将做到“百花齐放”。

58集团CEO姚劲波代表：

让租房如同购房一样住得放心
本报记者 李万祥

牢记总书记嘱托，一心一意补足发动机核心技术短板。潍柴集团董事长谭旭光代表:

不专心专注就干不好实体经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管培利

“发动机是我国的一个产业短板，
我们的梦想就是要把发动机做强。这
些年，潍柴作为一家国有企业，从濒临
破产发展到今天，年利润已达到100亿
元。多年来，我们从未在非主业上动过
一分钱心思，也从没在房地产上投过一
分钱。”全国人大代表、潍柴集团董事长
谭旭光说。

谭旭光代表向记者深情讲述了 3
月 8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
时的情景，“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央精神
和国家战略的指向，就是要避免脱实向
虚，要努力从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业强
国。凡是成功的企业，要攀登到事业顶
峰，都要靠心无旁骛攻主业。交叉混业
也是为了相得益彰发展主业，而不能是
投机趋利”。

“这话讲到了我的心坎上。”谭旭光
代表说，近年来，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和房地产、金融行业的“高回报”诱惑，
不少企业自作聪明，自乱阵脚，什么来

钱快就干什么，自身主业却因重视不
足、创新不够，没有跟上转型升级的步
伐，“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2008 年 5 月 8 日，习近平同志在
视察潍柴时作出重要指示：‘你们打造
了民族品牌，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了
贡献。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取得更好的
成绩。’这一指示指引着我们 10年来发
生了巨大变化。”谭旭光代表说，10 年
来，潍柴的主业不断壮大，收入和利润
节节攀升。2008年，潍柴的收入、利润
分别为 500 亿元、29 亿元；2017 年，潍
柴的收入达到 2300 亿元，利润突破
100亿元。

“这就是专注带来的回报。”谭旭光
代表说，10 年来，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
化，无论行业内部如何起伏，潍柴都始
终坚守主业，专注做强做优发动机业
务，紧抓创新这个“牛鼻子”，推动产业
结构加快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

诱惑时时有，就看定力够不够。“我
到外地投资，当地政府问我要不要商业
用地。我回复说，给我最好的营商环境
就行了。”谭旭光代表说，也曾经有地方
政府鼓动潍柴搞房地产开发，潍柴不但
没有理会，反而放言，要把发动机卖得

比房地产还挣钱。
专心专注于主业才有精力、能下大

力抓好创新。谭旭光代表认为，中国制
造要迈向高质量发展，必须围绕创新脚
踏实地。2008 年，潍柴的研发团队只
有 250 人，目前已达 2500 人；2008 年，
潍柴只有300项科技专利，目前已达到
3000 项。10 年来，潍柴在发动机研发
方面投入了 150亿元，建立了一套完整
的研发体系，走出了一条集“自主创新、
开放创新、一线创新”三位一体，独具自
身特色的创新之路。

对于潍柴来说，专心专注于主业并
不是死守老路。这些年，潍柴在坚守主
业不动摇的同时，延伸产业链条，坚持
走同一条产业链上的多元化发展之路，
脚踏实地走出了迈向高端化的转型
之路。

“过去大家都认为潍柴是做柴油发
动机的，现在我们调整结构，由发动机、
变速箱、车桥形成一个动力总成。这样
一来，重型汽车的核心技术我们就掌握
了。目前我们在国内市场的发动机售
价，比国际知名竞争对手还要高10%。”
谭旭光代表说。

专心专注于主业，才有勇气“走出

去”。“掌握核心技术、提升中国制造能
力，是潍柴海外并购考虑的最重要因
素。潍柴的资本运作，都是从产业发展
的角度出发，不是为了买卖企业挣钱。
潍柴的并购，都是为了补齐核心技术短
板，围绕战略结构性调整进行的。”谭旭
光代表说。

潍柴还积极在“一带一路”沿线大
力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培
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在印
度以轻资产模式实现了当地生产，在
缅甸和埃塞俄比亚采用技术输出的形
式合作建厂，在东南亚建立完善的营
销网络……由此完成了全球化战略
布局。

“2017年，潍柴集团收入的40%、利
润的30%来自海外业务，标志着潍柴正
式跨入国际化企业集团行列。”谭旭光代
表说，潍柴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牢
牢抓住主业不动摇，抓住技术创新不动
摇，打造核心竞争力，加快中国动力“心”
走向世界高端。作为山东装备制造的标
杆企业，潍柴今年将继续助力山东新旧
动能转换战略，重点推进潍柴新能源动
力产业园建设，这个项目投产后将至少
增加1000亿元的收入。

近年来，我国铁路管理体制机制发生了巨大变化，高铁
事业也迅猛发展，不论是通车里程还是运营速度都已全球领
先。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王培建议，应加快推进《铁路法》修订进程，更
好地用法律武器为高铁安全保驾护航。

“随着铁路管理体制机制的变革，以及高铁迅猛发展，
现行 《铁路法》 已经与铁路发展和体制改革不相适应。”王
培代表说。例如，《铁路法》 制定之初，我国还没有高速铁
路，有关高铁的法律规定更是缺失。现如今，我国高铁里程
已居世界第一，高铁已经成为我国“走出去”战略的一张亮
丽名片，确保高铁安全尤为重要。

记者了解到，现行的《铁路法》自1991年5月1日施行
至今已历时 27 年。期间，只在 2009 年因土地管理法、刑
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改和施行，对《铁路法》中涉及刑
事责任、治安处罚等条款进行了修订；2015 年对 《铁路
法》 第 25条铁路旅客票价率、运输杂费等涉及的相关内容
进行了修改。

王培代表建议，当前，全国铁路沿线社情、民情复杂，
随着高速铁路网的快速扩充，安全风险不断加大。因此，有
必要在《铁路法》中增加有关高铁安全保护的专门规定。同
时，铁路领域的体制改革成果也应在 《铁路法》 中予以体
现，以法律形式明确中国铁路总公司和国家铁路局的权责划
分，明确各铁路局集团公司的市场主体地位等。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董事长王培代表：

用法律为高铁安全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林火灿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
让农村的产业留住人，让农村的机会吸
引人，让农村更有人气？在人大山西代表
团驻地，来自农村的代表们各抒己见。

“只有产业发展起来了，创业就业
机会多了，才能吸引青壮年回村。”全
国人大代表、山西省汾阳市贾家庄村
党委书记邢利民说。贾家庄村一直是
山西农业领域的一个典型。改革开放
前，贾家庄人就把一个盐碱地上的穷
村变成了农业机械化示范村。上世纪
90 年代，村集体经济迅速壮大，成为远
近闻名的富裕村。近年来，村里大力
发展休闲农业，建设了贾家庄文化生
态旅游区，被评为国家 4A 级景区。“今
年春节期间，村里累计接待了 70 多万

游客，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邢利民
代表说。

在旅游产业的带动下，贾家庄村已
有 20 多个年轻人先后回村，从事旅游
相关产业的经营。一些年轻人还因为
表现出色，被村民们选为村干部。“乡村
振兴战略，是我们农村的福气。年轻人
脑子活，眼界宽，点子多，有了他们，还
愁咱村发展不好吗？”邢利民代表说，如
今的贾家庄工业、农业、旅游业齐头并
进，家家户户亦工亦农，还解决了周边
村庄500多人的就业。

“各村情况还是不一样。那是你村
的位置好啊，紧挨高速路，人流物流都
方便。”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临汾市尧
都区东下庄村党支部书记张建国说，他
所在的东下庄村地处山区，群山环绕、

沟壑纵横，资源匮乏，经济发展条件较
差，村民自古都是靠天吃饭。“要我说，
乡村要想让人来，先得把基础设施搞
好。”

2007 年，在外经商已有所成的张
建国代表回乡探亲，发现老乡们的生活
依然不富裕。他决心改变家乡面貌，放
弃了当时经营不错的公司，带领村民养
牛、养鸡、种核桃。“重点是基础设施建
设要向农村倾斜。”张建国代表深有感
触，去年他想吸引年轻人回村，就贴出
告示，只要年轻人愿意回村帮忙，他自
己出钱给发工资，结果没人回来，“可以
理解，村里没有网线，手机信号差，经常
接不通也打不出去，路也不好走，年轻
人嫌不方便”。

“现在农村面临着一个困难是，不

少青年人进城了，留下的老的扛不动
镢头、小的拿不起铁锹，农业基础还很
薄弱。而电子商务进农村如果能实
现，那么农民坐在家里就能致富了。”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
党总支书记郭凤莲说。2015 年，大寨
村启动了互联网+农村行动，办起了山
西大寨粮仓网络公司传播农业信息，
不久前还启动了粮仓 e站，目的是建设
农民自己的信息化平台和农村创业
平台。

作为一名老代表，最近几年郭凤莲
代表提的不少建议都和农村环境有关，
包括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农村垃圾处理
问题、农药科学使用问题、土地修复问
题等。郭凤莲代表表示，农村的环境搞
好了，乡村才会兴旺。

人大代表热议乡村振兴战略——

让农村更兴旺更吸引人
本报记者 乔金亮

脱贫路上带头人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影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赤水市大同镇民
族村农民杨昌芹从事竹编工艺 10 多年来，
从一个学徒成长为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赤水竹编的传承人。杨昌芹代表针对竹
编产品的性能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将民族
传统工艺和现代创意融为一体，打开了竹
编销售市场的大门，带动了当地农民脱贫
致富奔小康。

此次参会，杨昌芹代表最关心的是脱
贫攻坚的话题。在小组审议中，她认真记
录大家的发言，与同组代表就脱贫中如何
发挥传统民族工艺优势进行了深入交流。
据她介绍，赤水市是全国十大竹乡之一，
当地还有很多其他类的竹工艺品。经过不
断努力，2017年赤水市成为贵州首个脱贫
摘帽的贫困县 （市）。

图① 杨昌芹代表（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代

表通道”接受记者提问，精彩的回答赢得众多记者

点赞。

图② 杨昌芹代表（右）就做好竹编传承人，拓

宽脱贫致富路发言稿，与同团代表进一步推敲。

图③ 杨昌芹代表（左）与同组代表就政府工作

报告内容进行讨论。

图④ 杨昌芹代表认真听取同组代表发言。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