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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98%村委落實直選
烏坎民主非獨有 利益問題尚待解

位於廣東汕尾的烏坎村，2011年9月因為土地、財務，以及村委會選
舉等問題引發群體性事件。為了妥善解決，廣東省委派出工作組進

駐烏坎村，嚴格按照相關法規，當地村民一人一票選舉出了新的村委會。
烏坎村也因此被外界譽為中國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過程中的典型案例。

6億農民直選村官

13日上午，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聞中心在梅地亞中心多功能廳舉
行記者會。當有記者問及烏坎村通過選舉產生的村委會工作陷入困境時，
民政部副部長姜力回應稱，烏坎村的民主選舉是和經濟利益問題相關聯
的，民主選舉出來的村委會有利於這個村經濟問題的解決。

「這些問題的解決有一個過程，要有醞釀協商、反覆徵求意見、在村民
當中達成一致的過程。」姜力說，現在中國農村有58.9萬個村委會，有
98%以上實行直接選舉，大部分省份到目前已開展8到9輪村委會換屆選
舉，村民平均參選率95%以上。最近一屆村委會選舉2011年開始，到2013
年結束，全國將有6億農民參加直接選舉。這是世界上涉及人數最多的直
接選舉。

基層民主包括監督權

姜力也指出，村委會選舉廣泛採取無記名投票、公開記票方式，普遍設
置秘密寫票處。農民可按自己的意願，選舉自己的當家人。

「民主選舉已成為中國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姜力
表示，當然不是全部內容，村民自治還包括民主決策、民主監督、民主管
理。這四個民主都實現就是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制度實現了。

姜力說，民政部下一步主要是推動修訂和宣傳法律，正在廣泛地徵求意
見和研究修訂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同時積極推進村務公開，規範公開
形式。類似宅基地調整、農村承包土地的調換、農村重大公益事項的確定
等涉及農民切身利益的問題，都要由農民廣泛參與討論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報道組 徐樾) 備受關注的廣東汕尾烏坎

事件，因為通過選舉產生的村委會工作陷入困境，再一次引起

了媒體的注意。民政部副部長姜力昨日在人大記者會上表示，

烏坎村的民主選舉是和經濟利益問題相關聯的，解決這些問題

需要一個過程。她也表示，「烏坎村民主選舉不是獨有的，它

已是中國農村廣大農民參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建設最廣

泛的實踐形式。」到2013年結束，全國將有6億農民參加直接

選舉。現已有98%村委會實行直接選舉。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報道組 軼瑋、劉蕊) 中國
民政部部長李立國在記者會上回答提問時表
示，中國已經基本建立起社會救助體系。城鄉
已經有效地保障了7,400多萬人的基本生活，中
央財政和地方各級財政去年支出社會救助資金
總量達1,300多億元。他並表示，今後政府向社
會組織轉移職能的範圍、步伐、力度會加大加
快，社會組織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會擴大
和加強。

支持社會組織收養棄嬰

李立國在記者會上再次表態稱，個人和民間
機構自行收養棄嬰、孤兒是一種愛心的體現和
奉獻，民政部門給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但
怎樣將自行收養行為納入到法律支持範圍，達
到兒童利益最高原則，讓孤兒健康成長是民政
部面臨的社會管理和服務課題。

李立國表示，目前民政部採取的初步解決措
施是對於具備條件的個人和機構，將依法對其
辦理收養手續，建立法定收養關係，並可採取

聯合辦和委託寄養的方式來加強管理。對於不
具備養育條件的，民政部門要接手管理。

李立國並明確表示將繼續支持社會組織在棄
嬰孤兒收養上發揮作用，並歡迎有條件和意願
的民間組織與民政部合辦兒童福利機構。

慈善立法內容未達共識

對於呼籲多年但仍舊「難產」的慈善立法，
中國民政部副部長竇玉沛回應稱，由於慈善涉
及的範圍非常廣泛，在目前研究文本的過程
中，各方的意見還不盡一致。在此情況下，民
政部一方面會繼續推動慈善立法，一方面亦會
報請國務院爭取出台一個規範性文件，用行政
規制的手段來解決當前慈善事業存在的問題。

竇玉沛同時透露，民政部將成立中國慈善聯合
會，該會作為慈善組織中一個聯合性的、樞紐性
的，能夠起到協調互動、行業自律、行業維權作
用的組織，將進一步推動慈善組織的發展。

慈善法起草始於2005年，次年被國務院列入立
法計劃，2008年被全國人大列入立法計劃。

薪酬保障鼓勵社工發展

針對目前社工職位在內地對青年人就業吸引
力不夠這一現狀，李立國表示，中國從事專業
社工的人員已超過30萬，與國際社會發展的程度
和比例相比，尚處起步發展階段，差距還比較
大，民政部門將通過開發社工工作崗位、建立
社工薪酬保障制度、建立評價和激勵措施進一
步推進專業社工的發展和社會作用的發揮。

■民政部13日舉行記者會，民政部部長李立國（中）、副部長姜力（右二）、竇玉沛（左二）就「保障基本民生、發展社會服務」答記者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 攝

■從2011年到今年底，全國將有6億農民參加村委會直選，為全球人數

最多。圖為烏坎村一人一票選舉情況。 資料圖片

■現場記者就「保障基本民生、發展社會服務」向在場民政部官員進行

提問。 新華社

上海黃浦江水域近日持續發生死豬漂流事件也成
為民政部記者會上詢問的話題。只不過，對於記者
所問的「死豬江葬」，民政部官員在回答中則詳解了
中國的殯葬價格問題，並將問題直接切換到為何民
眾「死不起」。官員的回應不但令在場記者訝異莞
爾，也引來眾多網民「人豬穿越」的熱議。

內地《時代周報》記者以黃浦江死豬事件是「因
付不起火葬費，因而江葬」向民政部發問，立即引
全場嘩然，不少記者更是竊竊私語，包括台上端坐
㠥的三位部長也是忍俊不禁。

記者原以為，台上的部長們會以類似「不在民政
部管轄範圍之列」、「豬葬不歸民政部管轄」等方式
回答這個「無厘頭」提問，但意外的是，部長們竟
然也一本正經地接招，不僅是部長李立國將問題引
到殯葬價格高，國人關注的「死不起」的話題，連
主管殯葬工作的副部長竇玉沛亦仔細做了一番補
充。

部長們的回應通過網上直播傳開後，立即引來網
民廣泛回響，不少網民更戲言有關問答是「人豬穿
越」。該名提問的記者事後在網上澄清，他所提的問
題就是借「死豬江葬」來講目前殯葬價格奇高，國
人「死不起」問題，民政部部長的回答亦是他所
問。 ■兩會報道組 軼瑋

「人豬穿越」惹熱議
問死豬江葬 答殯葬價格　

今年全國兩

會新風煥然，

中國政治運行

新周期正式開

啟 。 輿 論 認

為，作為兩會

生態中一直「休眠」的監督利器，人大代表的質

詢權能否被喚醒，將是研判兩會新風能否深化、

中國式民主政治能否推進的的重要風向標。

「把權力關進籠子」，是今年兩會上的高頻率

語匯，而質詢權無疑就是看管約束權力的一條鞭

子。作為人大監督一府兩院的法定權力，質詢多

以當面質問責任官員形式，督促政府工作，追責

重大問題，是僅次於罷免和撤職、比詢問更嚴厲

的剛性手段，是向政府部門施壓最大、監督政府

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回顧兩會歷程，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是全

國人大質詢案的相對活躍期。1980年，五屆全國

人大三次會議上，170多名人大代表就寶鋼工程

建設問題向時任冶金部部長唐克質詢，人稱「共

和國質詢第一案」。2000年，九屆全國人大三次

會議上，遼寧代表團30位人大代表向時任交通部

長黃鎮東質詢煙台「11．24」特大海難事故。其

間，地方人大也有過多起質詢案，令官員心驚膽

戰。其中，湖南省人大代表就清理整頓公司問題

質詢副省長楊匯泉等人，因對楊答覆不滿意，成

功將其罷免，《人民日報》特別為此發表社論：

《人民萬歲》。

遺憾的是，此後13年，全國人大質詢案成為絕

響，人大代表的質詢權「沉睡」至今。與此相對

應的是，中國民眾不得不面對和忍受久拖不決的

社會沉㠕：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生態環境每況愈

下，食品安全危機四伏，校車事故接二連三，腐

敗官員前赴後繼⋯⋯公眾輿論在大聲質問：面對

公權力部門的缺位、失職、不作為，人大代表

們，你們何時舉起質詢的鞭子？

今年兩會雖未打破質詢堅冰，但在兩會新風吹

拂下，人們隱約聽到堅冰開始消融的初春訊息：

「質詢」在代表議政時已不再「敏感」，正成為民

意代表們監督權力、問責官員的備用武器。

3月9日下午，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

究所原黨委書記鄭玉歆在討論時，建議對國家環保部不公佈土壤污

染普查結果一事進行質詢，大聲疾呼「花了老百姓10個億，而且已

經調查了6年，環保部應該向公眾有個交代」。

3月11日，人大浙江團召開小組會議，邀請10名國家部委官員列

席，12名人大代表放「狠話」，當面批評國家有關部委，成為今年

兩會一大亮點。主持是次會議的舟山市市長周國輝指出，代表們那

天實際行使的就是詢問權。假如說，問題都提出來了，部委官員們

又沒有很好的回應，那就可以啟動更嚴厲的質詢制度。

據了解，一些代表對行使質詢權似有顧慮。的確，質詢破冰不能

脫離現實條件和環境制約，質詢程序性規程應增加可操作性，被問

責部門應有接受批評的誠意。但歸根結底，質詢權能否兌現，最終

取決於人民意志所繫的代表們，離不開為民請命的擔當、不怕得罪

權勢的勇氣、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執㠥。質詢事關民眾福祉和政治清

明，丈量㠥中國民主進程的步幅。

人大代表，請舉起質詢的鞭子！

人
大
代
表
，
請
舉
起
質
詢
的
鞭
子
！

兩
會
報
道
組

楊
帆

歡迎台資赴陸辦養老院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報道組 軼瑋) 「未
富先老」已是中國目前不得不面臨的問
題。民政部副部長竇玉沛13日就此表示，
台灣先於大陸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在此
方面積累了很多經驗，亦有很多管理、經
營比較完善的養老機構，歡迎台灣以各種
形式來大陸投資興辦養老機構，合作建立
養老機構，來經營管理養老機構。

竇玉沛說，中國大陸老齡化程度越來越
深，老齡人口比例亦加快提高，應對老齡
化，發展社會養老服務刻不容緩。近年中
國大陸加大了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該
體系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
支撐。他還提出幾個指標，到2015年末，
養老床位要達到每千名老人30張。在社區
養老服務的覆蓋率方面，城市要達到全覆

蓋，農村要達到50%。

華僑養老保障權責複雜

當被問及一些華人華僑回國內養老是否
可以享受到內地養老保障？竇玉沛說，

「國內各種養老機構都會非常歡迎他們回
來，也會尊重他們在海外形成的一些生活
習慣，會就此作出適應的調整。」

不過竇玉沛同時指出，養老保障問題比
較複雜，如果華人華僑在國內勞動，參加
過社會保障，就只存在一個接續的問題；
如果華人華僑在國內沒有養老保障，大部
分時間在國外工作，並且參加了國外的養
老保障，覺得可能在資金保障方面還是按
照現有的渠道來解決。

社會救助體系 7,400萬人受惠

■民政部將設條件管理民間收養孤兒。圖為河南

「愛心媽媽」袁厲害及其收養的棄嬰。 資料圖片

■民政部提出，城市社區養老服務到2015

年末要達到全覆蓋。圖為老人在社區居家

養老中心健身。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