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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變化與世界息息相關
外媒記者看兩會：

復旦副校談「投毒案」：
高校忽略人格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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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
組 于珈琳）中小學考試特
別是高考及全國性大考等近
年均出現考生作弊現象，考
試不誠信嚴重危及社會公
平。全國人大代表、遼寧省
遼陽市特級教師王家娟呼
籲，應盡快制定《中華人民
共和國考試法》，嚴肅處理
出售虛假考試試題或答案、
使用作弊器材接收場外所傳
答案，並提倡建立考生陽光
誠信檔案，直接與考生就
業、購房等掛鈎。
王家娟對近年層出不窮的

高科技作弊工具表示憤慨，
她以上月公佈的哈爾濱理工
大學MBA考試作弊事件調
查結果為例進一步解釋，由
於內地目前尚無專門整治考
試作弊的法律，一旦出現各
種大型考試作弊只能按部門
規章與地方政府規章進行處
理。如果二者間存在衝突，
不但會導致執法機構無所適
從，而且會降低權威。所以
出台一部專門的全國性的考
試法十分必要。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
報道，全國人大台灣省代
表團代表、台盟中央副主
席陳蔚文昨日在接受媒體
採訪時呼籲，兩岸應協商
給予定居大陸第一代台胞
(包括改革開放前從台灣島
內外以各種方式到大陸定
居的台胞)提供入台便利，

讓其可根據本人需要申請1
年以上、5年以下居留簽
注，在居留簽注有效期內
自由赴台。
陳蔚文並建議，憑居留
簽注在台灣居留和入出
境，以免除委託大陸旅行
社代辦赴台個人遊「入台
證」等手續。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章蘿蘭）上海復旦大學「投毒
案」震驚中國，全國政協常
委、民進中央副主席、復旦大
學副校長蔡達峰認為，「投毒
案」雖是偶發事件，仍反映出
中國教育的弊病。他指，中國
高校多偏重知識傳播，忽略對
學生人格的培養，事實上教育
的終極目的是培養健全的人

格，中國高校未來應多多注重
培養學生人格。
談及高校自主招生改革，

在蔡達峰看來，自主招生改
革不能停留在現階段，要加
大推進改革的力度，對不合
理之處則要及時修正。他認
為，高校發展需實現管辦分
離和政事分開，要縷清社會
和行政關係。

台盟倡便利第一代台胞入台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軼瑋）在全國人大6位女
代表昨日（12日）於梅地亞中心舉行的中外記者會上，
有本港記者問及中國政治局常委為何沒有女性時，全國
人大代表、山東省威海市委副書記、市長張惠坦言，記
者所提問題也是中國眾多女性幹部的希望。張惠相信，
未來居位政壇高層的女性也越來越多。
張惠表示，中國人口多，在人才的梯隊上，任何一
個國家都是金字塔形，底層相對多，越往上越少。對
於男性來講，他們在金字塔中間可能會多一點，但對
於女性來講可能就是越往上越難。

地大發展不衡 難一蹴而就
為改善這個局面，中國對女性從政政策，取態一直

積極。比如，在省一級、地市一級的領導班子裡都要

求有女性，原來可能只有一位女性，但現在看來，已
經有了多位女性。張惠說，「我自己就是一個例子，
山東省要求市長當中必須要有女市長，我相信未來女
性從政的人會越來越多。」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林蔭茂

亦指出，男女平等是中國的國策，國家也在不斷推
進，但中國確實很大，又存在各地發展不平衡，推進
女性在參政議政當中的地位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人大
會積極推進這個國策的落實。
以上海為例，上海市已立法規定，在各級人民代表

大會當中女性的比例要逐年上升，本屆就已經達到了
31.7%，已經超過了聯合國規定的女性參政比例
30%，至於上海的居村委，每一個居村委都已經有女
性代表。

記者問為何政治局無女常委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世界通

過兩會了解中國，媒體通過新聞中心獲得

海量兩會資訊，兩會新聞中心可謂中國縮

影、世界焦點。全國兩會收官在即，昨日

為人大閉幕前一天，近200名國內外記者

參加了新聞中心最後一場記者會，為挖掘

兩會新聞衝刺。一名美國記者說：「我不

敢相信兩會就要結束，我還想做很多選

題。」另一位外媒記者表示，中國的變化

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從5日到12日，8天來的活動提供了不同層面、不同
領域的信息。從發改委主任徐紹史談中國經濟合

理區間，到外長王毅開場主動對馬航失聯表示揪心，從
記者「七棒接力」追問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霧霾治理，
到央行行長周小川回應人民幣國際化，每一場記者會圍
繞的主題都是中外媒體關注的熱點。

奇招突圍 鮮色外套吸睛
「記者會信息量很大，中國高層在這裡面對面詳細解
答我們心中的疑問。」澳洲廣播公司記者斯蒂芬．麥克
唐奈說。
佔座、堵主席台、高喊再給一個機會，是記者們的

「必備殺手鐧」。如果記者會9點開始，那麼可能早至
7點，最容易被主持人看到的中區前三排和靠過道的座
位就已被人捷足先登。記者們甚至「抱團」輪流替彼此
佔座。
境外媒體摸了大會希望照顧不同記者採訪需求的原
則，總是在起立舉手的同時大聲喊出自己來自哪裡。澳
洲記者壟露絲每天穿紅色、橙色或是粉色西裝外套，希
望以鮮豔的色彩吸引主持人的眼球。
最後的機會在記者會結束後。前三排記者以百米賽跑
一般的速度衝到主席台前，希望嘉賓繼續回答自己準備
的問題。在商務部記者會後，因為蜂擁圍堵的場面過於
「盛大」，還使前排幾名女記者跌倒在發言席前的花盆
上，所幸人沒有受傷。
斯蒂芬．麥克唐奈說：「任何關心國際新聞的澳洲人

都關心中國兩會。中國的變化已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
關。」他說，中國人眼裡的國內事務已成為外國人關注
的焦點。

盼場地更大 限制進場人數
俄通－塔斯社５位記者參與兩會報道。記者基里洛

夫說：「讀者不再只關注大熊貓，而是對中國經濟和外
交倍感興趣。」他說，報道中國經濟政策能為俄羅斯發
展經濟提供思路。
不少記者每場記者會必到，他們當中有採訪兩會多年

的「老人」。看到新聞中心服務逐步完善的同時，他們
也提出改進建議。麥克唐奈已連續７年採訪兩會。他
說：「與往年相比記者會場次越來越多，這非常好。」
但他希望考慮到外國記者數量逐年增加的情況，給記者
會安排更大的場地，或限制進場人數以保證採訪秩序。

■站在梯子上的記者們在人民大會堂前耐心等待。路透社

■一名外媒女記者以望遠鏡觀看會議情況。 法新社■六位女性代表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