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體總結官員「懶政」心態
■「只要不出事，寧願不做事」

■「不求過得硬，只求過得去」

■怕幹出成績歸公家，「搞砸」全成個人
過錯

■一些幹部不敢受賄但也不辦事

■有問題左躲右閃，遇矛盾上推下卸

■用會議貫徹會議，用文件落實文件

資料來源：新華網、光明網、中青網

懶政庸官增 無為應下馬
政協副主席王正偉狠批「不幹不做不出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玨、劉凝哲兩會

報道）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家民委主任王

正偉昨日批評當前部分官員存在懶政現

象，抱着「不幹不做也不出事」的想法而

不作為的人越來越多。他直言，自己當年

在地方工作時，每年至少出去招商引資四五

次，「現在聽說，都沒人出去招商了」。他

還說，習近平總書記日前下團組討論時也提

到，民營企業老闆來了，市委書記、市長都

不敢見，這怎麼能吸引投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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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永華盼「一帶一路」東擴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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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偉昨日在參加政協中共組討論時發言指出，
國務院曾派出多個督察組明察暗訪，發現目前

不作為的官員越來越多，很多官員認為不幹、不
做、也不出事，這種狀況若不及時得到改正，恐怕
會有問題。他指出，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表明，去
年一年的成績令人鼓舞，也來之不易，今年經濟形
勢更加嚴峻，因而還是需要把穩增長放在重要位
置，「但都不幹事，增長還怎麼穩定，經濟怎麼上
去？」

「現在聽說沒人去招商」
他還說，自己當年在地方工作時，每年至少出去

招商引資四五次，「現在聽說，都沒人出去招商
了」，這種思路也不對，中國這麼大，總要出去看
看。而且，習近平總書記近日參加團組討論時也提
到，現在民營企業、非公經濟老闆到了地方，市委
書記、市長都不敢見，這怎麼能吸引投資呢？當
前，非公經濟佔GDP的比重差不多有七成，如果不
引導他們在國內投資，都跑到外國去，是很大的損
失。王正偉認為，正如習近平所說，官員和民營企
業家應該建立新型政商關係，做到「親」、「清」
兩個字，「親」就是要坦蕩真誠同民營企業接觸交
往，幫助解決實際困難，所謂「清」就是同民營企
業家的關係要清白、純潔，不搞權錢交易。

不做不出事的人應讓賢
王正偉還指出，去年中央下發的《推進領導幹部

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讓幹部「下」有了制度規
範。他說，不幹、不做、也不出事，那讓真正幹事
的人怎麼辦？因此，官員如果徹底不作為就要下
馬，讓能幹事、幹成事的人有舞台，放手、放膽讓
創業敬業的人有奔頭，打造一支忠誠、乾淨、有擔
當的幹部隊伍，確保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各項目
標任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兩會報
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駐日大使程
永華對本報表示，希望「一帶一路」
倡議除了「陸海」兩線外，還能向東
延伸，與「北線」結合通往俄羅斯和
中亞，又可借助中國和日本文化相通
特點擴大兩國在經濟上的共同利益，
增進兩國對「一帶一路」的共同認
知，推進友好進程。

「一帶一路」非謀一己私利
程永華去年曾去有「一眼望三國」

之稱的吉林省琿春市訪問。他稱，如
果「一帶一路」概念能向東擴展，這
裡或可實現綜合開發，以促進中國與
鄰國的合作關係。「日本人自己講，
歷史上絲綢之路東方的終點不在西
安，而是奈良，」他說，「中日之間
在隋唐時期有着密切的文化往來，兩
國在文化上也有着很多共同語言，應
該將文化上的相通之處作為兩國間的
紐帶，擴大兩國在經濟上的共同利
益。」
他同時坦言，日本對「一帶一路」

仍有牴觸情緒、懷有疑慮，中國一提

到「戰略」二字，日本就感到「火藥
味十足」，日本應轉變思路，認識到
「中國是希望與沿線國家共同發展，
中國提出的構想只是為了補充和完善
現有國際機制，而不是謀一己私
利」。
他認為，「日本如何看待中國發

展」是橫在兩國關係改善之間的大
壁壘。「日本應該更多考慮如何讓
中國的發展成為日本發展的動力，
真正讓兩國包括經濟在內的各方面
都形成共同利益。」

望日客觀看待中國發展
他強調，中國始終堅持和平發展的

道路，大的戰略目標是「兩個一百
年」、「實現中國夢」，而這樣的目
標恰恰使中國只能努力打造和平環
境，否則上述目標將化為泡影，「希
望外部也能意識到這一點，尤其是日
本，應該從這個角度，客觀、正確地
看待中國的發展。」
雖然過去中日之間有過4個政治文

件，但因有些人不遵守、故意挑起事
端，使中日關係有幾年陷入了最嚴峻

的困難局面。他指出，2014年底發表
的4點共識可以說是一個「坎兒」，
等於「重新立規矩」，但最關鍵的是
要堅持，核心則是雙方要回到2008年
聯合聲明中寫明的「互為合作夥伴、
互不構成威脅、相互支持、和平發
展。」程永華表示，自己最關心「日
本是否能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的問
題，如果要改變二戰後70年來的和平
立場，「相信不僅是中國，包括周邊
乃至世界其他國家，都會十分關
切。」

日本記者
讚程大使耐心

全國政協十二
屆四次會議對外
友好界別47組小
組討論結束後，

程永華是唯一一位被記者包圍的委
員，其中九成是日本記者。

日本記者在用日語跟程永華大使打
過招呼後，立即轉用不熟練的中文提
問他們最關切的問題，如中日關係走
向、中日首腦會晤、兩國關係障礙、
對安倍修憲看法、防務交流進展等。
在近半小時的採訪中，程永華一直站
着回答問題。

直到確認每位日本記者都拿到了滿
意答案後，程永華才微笑着說，「你
們辛苦了。」然後離去。幾位日本
《每日新聞》和《日本經濟新聞》記
者紛紛點頭致意，稱讚大使「好耐
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兩會報道

今年是國務院
前總理朱鎔基之
女、全國政協委
員朱燕來第三次
作為政協教育界

委員參加全國兩會。她告訴記者，自己
每個月都會從香港回內地探望父親，
「他今年88歲了，身體還可以，生活就
像他這個年紀的人一樣，每天鍛煉身
體，讀書看報。」

朱燕來當政協委員已有6年，從經濟

到特邀再到教育，輾轉了多個界別。她

在接受採訪時說，自己長年在香港，對

內地社情民意了解不多，政協是一個傾

聽社情民意的平台。

事實上，朱燕來對內地情況的了解並

不少。她關心開放二孩政策，想到的是

接下來幼兒園教育、師資面臨的壓力；

她也關注異地高考，認為這些問題說到

底跟經濟發展模

式相關。

朱燕來說，自

己 關 注 基 礎 教

育，特別是貧困

地區基礎教育。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兩會報道）全國政協委
員、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昨日在
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記者會上表示，雖然中國糧
食產量實現了12年連續增產，但糧食進口也在連年增
加。這反映出中國的糧食品種結構在供給方和需求方
還存在着明顯的矛盾，需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陳錫文指出，中國統計口徑中糧食有5大品類：小

麥、稻穀、玉米、大豆、薯類（紅薯、白薯、馬鈴薯
等）。目前看，小麥大體供需平衡；稻穀滿足了自給需
求以後略有結餘；玉米產量去年4,400多億斤，是5個
糧食品種中產量最大的。但中國的大豆缺口非常大，去
年進口大豆1,633億斤，進口量相當於國產大豆的7
倍。

品種結構供需存着矛盾
「中國的糧食品種結構在供給方和需求方還存在着

明顯的矛盾」，陳錫文解釋，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的糧
食產量過去連續12年增產，從2003年糧食總產量
8,614億斤增加到2015年糧食總產量12,429億斤。但
糧食進口也在連年增加。
「另一個造成糧食進口量增加的原因是，中國的糧食

生產成本高，價格貴，與國際市場相比沒有競爭力。」
陳錫文強調，以上兩個基本矛盾造成了中國的糧食「多
了」和「少了」現象並存，需要在農業生產領域推進供
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改變一家一戶小規模的生產模式，
降低農業成本，提高農業效率。同時，也要對農產品的
價格形成機制、補貼制度、收儲制度改革創新，把補貼
從價格中分離出來，由市場形成價格，提高國際競爭
力。
「目前，政府正在研究用其他形式對農民的合理收

益給予必要補貼，預計兩會後率先在玉米生產領域改
革。」陳錫文透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雪帆、于珈琳兩會報
道）因為歷史包袱沉重，東北三省養老金缺口巨
大。在全國人大代表、遼寧省社保基金理事會理
事長王金笛在昨日遼寧團組開放會議上回答本報
記者提問時指，未來5年遼寧養老金缺口將達
2,546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個人賬戶結餘
1,017億元，只能維持到2018年末，仍需多渠道
籌措1,529億元，才能確保「十三五」期末按時
足額發放。
隨着退休人員急劇增加和養老金水平大幅提高，

缺口將逐年加大。王金笛呼籲國家加快實現職工基
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同時，支持遼寧建立養老風險
基金，允許遼寧發行地方債券，補充養老風險基金
投資運營的資本金，通過社保基金委託資營運，吸
引更多金融投資機構共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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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總量12連增仍有缺口 遼寧養老金
缺口超2500億

■■朱燕來朱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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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駐日大使程永中國駐日大使程永
華被記者包圍華被記者包圍。。 記者朱燁記者朱燁攝攝

童言小記者小記者 問政問政
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開幕以來，小記者活躍在北京會議中

心，採訪委員、記錄發言，他們提出的問題都得到委員的認真回
答。據介紹，此次參與採訪的小記者是從全國各地選拔出來的，並
都進行過新聞業務培訓。 新華社

採訪政協委員莫言 記錄委員發言

採訪政協委員黃宏 採訪政協委員尼瑪澤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