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善法料明年提交人大審議
專家披露起草工作已啟動「難產」10年終獲突破

津政協副主席：醫患衝突亟待化解

委員呂建中：
讓「五絲」連通絲路經濟帶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李陽波）自「絲綢之路經濟
帶」戰略提出之後，全國政協
委員呂建中一直對此比較關
注。昨日，呂建中接受採訪時
表示，重點建設「五絲」項
目，對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建
設至關重要。

據介紹，「五絲」項目是指「絲網」，即「網上絲綢
之路」，可以用來打造便捷、高效的公共信息服務平
台、國際化電子商務平台和國際文化交流平台； 「絲
街」，即「絲綢之路風情街」，可以濃縮絲路沿線國家
的特色建築、特色商品、特色餐飲與特色演藝；「絲
博」，即「絲綢之路商旅文化博覽會」；「絲書」，即
「絲綢之路叢書」，記錄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的經濟文
化歷史；「絲園」，即「絲綢之路博覽園」。
呂建中認為，「五絲」項目對現代服務業發展、區域

經濟升級轉型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因此，呂建中建
議，國家有關部門將「五絲」作為重點項目立項；為絲
綢之路經濟帶優先提供用地指標；為「五絲」項目提供
稅收、金融政策優惠，以吸引世界各國有識之士參與項
目經營，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

民政部早於2005年就開始牽頭起草慈善法，期間
數易其稿，直至2008年底提交國務院法制辦進

入立法程序。但在民政部領銜下，社會各界對慈善法
起草爭議頗大，對慈善行為的規範與定義認識不統
一，由此慈善法草案亦一直未提交全國人大，直到
2010年，慈善法還僅限於被全國人大常委會列為預備
項目。

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牽頭
業界專家指出，慈善領域缺乏法律本身就是一個極
大的缺陷，久拖不決容易減弱社會參與立法的熱情，
同時也使立法機關的公信力受損，希望相關部門盡早
公開慈善立法進程，擴大民眾參與度。這個呼籲直至
今年有了明顯回應。
鄭功成透露，如今，慈善法的起草工作，已由全國
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取代民政部牽頭進行，這也是全

國人大作為國家立法機關加強主導作用的表現，有利
於擺脫起草過程中可能遇到部門利益的掣肘，有利於
提升立法質量。鄭功成表示，慈善法牽扯面很廣，各
方分歧多，因此草案起草小組起草過程中都非常慎
重。
曾擔任過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

北京師範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的王振耀亦告訴記者，
就當前慈善公益的發展，已具備了立法的社會土壤，
慈善法目前最需要解決的就是如何突破中國傳統觀念
障礙，明確法律程序，以便民眾切實履行，避免出現
一邊行善一邊「違法」的情況。

慈善捐贈抵稅 將納入慈善事業法
全國政協委員、已累計捐款50多億元的「中國首
善」曹德旺日前亦就此向本報表示，慈善法盡快出台
很有必要，法律的出台，對慈善的公開、透明有進一

步的規範，對於公眾來說，滿足了知情權，對慈善組
織本身而言，亦是自我保護的一個手段。
此外，本報獲悉，對於慈善捐贈抵稅的規定將首次
寫入慈善事業法而法制化。早前內地對公益捐贈扣稅
並無明文規定，亦無優惠。2008年實行新稅法提出，
企業發生的公益性捐贈支出，在年度利潤總額12％以
內的部分，准予扣除，不過業界對於捐贈抵稅仍有不
同爭議。而寫入慈善法，則意味內地慈善捐贈優惠
政策朝法制規範的方向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海巖、軼瑋）內地慈善法醞釀起草10年卻「只聞樓梯
響」。近日，參與起草慈善法的全國人大常委、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接受本報專訪時
透露，《慈善事業法》已列入了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中的一類項目，並已於近
期由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正式啟動法律草案起草工作，相信在2015年能夠提交審議。

■昨日，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圖為全國政協委員們抵達天安門廣場。 新華社

■全國政協委員宋丹丹（左）和宋春麗抵達天安門廣
場。 新華社

■昨日，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舉行，宋祖英（右
二）、宋春麗認真聽取委員大會發言。 中新社 ■昨日適逢「國際婦女節」，參加全國「兩會」的女記者依然活躍在採訪一線。（拼圖）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張艷利）全國人大代
表、吉林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州長李景浩7日在接受採訪
時表示，目前正在積極謀劃，爭取設立中俄朝跨境服務
區、延吉空港經濟區等。
李景浩表示，延邊將重點建設四大產業基地，包括進
口俄羅斯煤炭資源，建設煤炭集散和深加工產業基地；
引進俄羅斯木材資源，打造木材集散基地；引進俄羅
斯、朝鮮海產品資源，打造海產品加工集散基地；推進
浦項現代國際物流園區、東北亞邊貿物流集散中心建
設，打造東北亞區域國際物流集散基地。圍繞經濟技術
合作，重點推進琿春國際示範區。

吉林延邊州長：
擬設「兩區」拓經濟

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昨日舉行第三次全體會
議前，一名參會的女性找到成龍合影留念。中新社

與「龍」同行

■呂建中。
本報記者李陽波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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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兩會報道
組 王玨、江鑫
嫻）全國政協
委員、天津市
政協副主席沈
中陽昨日在全
國政協大會發
言時表示，調

查顯示，內地超過六成醫院發生過暴力
傷醫事件，每間醫院年均發生27.3次
「醫鬧」事件。他認為，創建「平安醫
院」，為患者就醫營造良好環境，解決

好醫護人員安全問題，已迫在眉睫。

逾六成醫院遇暴力傷醫
據沈中陽介紹，中國醫院協會的有關

調研報告顯示，近幾年來，內地暴力傷
醫事件逐年遞增，發生過暴力傷醫事件
的醫院比例從2008年的47.7%上升至
2012年的63.7%，醫務人員遭到謾罵威
脅的事件，每年間醫院發生的平均數從
2008年的20.6次上升至2012年的27.3
次。根據國家衛生計生委的統計，2013
年1月至10月全國發生惡性傷醫案件
22宗。傷醫事件不僅使一些醫護人員

身體受到傷害，甚至失去生命，也使廣
大醫務人員的心靈受到重創，影響廣大
患者的就醫環境。
沈中陽認為，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包

括醫療資源分配不均、患者心理落差
大、醫院管理不完善、社會整體公信力
與醫患之間信任度不高等。

委員倡四招紓醫患矛盾
有見及此，沈中陽建議從以下四方面
解決這一問題：首先，應完善醫院內部
管理機制。醫院各科室要建立合理的就
診醫療流程，降低患者焦躁情緒。善待

每一位患者，提高醫護人員的水平，建
立醫療糾紛的受理協調機制。其次，要
建立社會配合機制。包括建立醫療糾紛
第三方協調機制、確定統一的責任認定
和賠償標準等。同時，要建立醫護人員
人身平安保險機制。接，完善醫療保
障機制。提高醫療保險報銷額度，建立
由政府主管領導牽頭，綜治、公安、司
法、衛生、宣傳等部門組成的群體性事
件處理領導小組，一旦醫患矛盾在醫院
層面得不到有效化解，領導小組要及時
介入，控制事態發展。最後，須完善法
律保障機制。

■沈中陽。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報道組王
玨、江鑫嫻）全
國政協委員、天
津南開大學原校
長饒子和昨日在

全國政協大會發言稱，目前，中國是辦
學規模世界第一的高等教育大國，在校
生3,000多萬，但教育「大而不強」。為
此，他建議，政府為高校鬆綁，以留住

質優生。
據介紹，截至2012年，中國出國留學生

總人數與來華留學生總人數相差80萬人，
面臨嚴重的「留學赤字」。中國留學生每
年對美國經濟的直接貢獻可達50億美元。
越來越多的國內學生選擇到國外讀大學，
說明家長對中國國內教育缺乏信心。
為此，饒子和建議，國家盡快成立由

相關專家組成的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
改變高校撥款機制。

香港文匯
報訊（兩會
報 道 組 王
玨 、 江 鑫
嫻）有調查
顯 示 ，

56.7%的女大學生在求職中感到「女
生機會更少」。全國政協委員、全
國婦聯黨組副書記孟曉駟昨日在全
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第三次全體

會議發言時呼籲一些單位別「寧用
武大郎，不選穆桂英」。
「『寧用武大郎，不選穆桂英』

仍是一些單位招人用人的潛規
則」，孟曉駟在代表全國婦聯發言
時說。她建議加強勞動力市場監
管，促進就業性別平等。總結推廣
國內外促進婦女平等就業的有益經
驗，依法保障女性平等享有經濟發
展機會和資源。

饒子和建議為高校鬆綁 孟曉駟轟招聘性別歧視

■饒子和。 新華社 ■孟曉駟。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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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向女同胞致節日問候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馬靜）昨天是國際

勞動婦女節，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值此佳節之際專門向參加全國「兩
會」的全體婦女代表與委員致以節日的問候。

參加貴州團審議 祝鄉親生活「好花紅」
「紅花朵朵向陽開，各族人民心向黨」。 習近

平7日在參加貴州團審議討論時，貴州人大代表王
菁介紹了當地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情況。發
言結束時，她動情地唱起布依族民歌《好花紅》。
「我把這首歌獻給總書記」，習近平稱讚她唱得
好，並請她向鄉親們轉達良好的祝願和問候，祝鄉
親們的生活「好花紅」。

苗族、彝族、侗族、土家族、布依族……身
民族服裝的女代表是貴州代表團一道亮麗的風
景，習近平同她們親切交流，並表示，國際勞動
婦女節到了，借此機會，代表黨中央、國務院，
向婦女代表、委員及全國各界婦女同胞，致以節
日的問候。

相關法規陸續出台 有助女性參政議政
2001年，中組部曾下發《關於進一步做好培養

選拔女幹部、發展女黨員工作的意見》，要求全國
省、市、縣三級黨政領導班子後備幹部隊伍中的女
幹部，應分別不少於10%、15%、20%。要求5年
內在省、市級黨委、人大、政府、政協四套領導班

子各配1名以上女幹部，縣級黨政領導班子要配1
名以上女幹部，增加地市級以上黨和國家機關中年
輕廳局級、處級女幹部在同級幹部中的數量。這一
《意見》成為10多年來，中國黨政機關幹部選拔
任用的重要原則，更多女性得以出現在各級政治舞
台。
《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11—2020)》則明確提

到，縣級以上地方政府領導班子中有1名以上女幹
部，並逐步增加；國家機關部委和省(區、市)、市
(地、州、盟)政府工作部門領導班子中女幹部數量
在現有基礎上逐步增加；縣(處)級以上各級地方政
府和工作部門領導班子中擔任正職的女幹部佔同級
正職幹部的比例逐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