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人出國旅遊，去年爆買「馬桶

蓋」、「電飯鍋」，今年爆買「牙

刷」、「洗髮水」，這種現象充分暴

露了作為經濟大國、製造大國的中

國，仍是一個「品牌小國」的尷尬。

全國政協委員、人民日報海外版總編

輯王樹成（見圖）接受本報專訪時建

議，在國家層面成立品牌戰略委員

會，成立國際品牌發展研究中心，完

善法治化營商環境，把品牌建設作為

一項國家重要發展戰略，通過品牌來

提升競爭力，使我國從經濟大國向經

濟強國轉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晨靜、高忠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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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炎培倡導平地深葬女生搵工難委員籲立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頔綜合報道）近年來，女大學生在
求職期間遭遇就業歧視的問題，越來越多地引起社會關注。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有超過30位人大代表聯名提案，呼籲制
定《反就業歧視法（專家意見稿）》。
全國政協委員、南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侯欣一認為，以前實
施獨生子女政策時，一些單位就不願招錄女性；今年全面二孩
政策實施後，意味着女性或會休兩次產假、哺乳假，這也意味
着僱用女工要支付更多的勞動成本，用人單位必然對女性就業
設置更多障礙，導致女性就業性別歧視問題進一步加劇。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農林水利工會主席盛明富則在
接受採訪時表示，「隨着社會不斷進步，就業歧視問題會逐
步得到解決。但受舊有觀念的影響，想要完全消除性別歧視
絕非一日之功。」

借鑒香港經驗依法維護平等
在侯欣一看來，《反就業歧視法(專家建議稿)》中，有一個

亮點，即建議效仿香港和其他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驗，
設立一個「平等機會委員會」，作為常設機構，作為反就業
歧視法的專門執行機構，依法獨立開展工作。「目前的設想
是從國家到省、市、縣，都設立這樣的平等機會委員會。其
成員中，勞動者代表、法律專家和勞工專家不得少於三分之
二，女性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他說。

現行法律已不能適應社會發展需求
談及現行法律法規中有關反就業歧視的內容，全國政協委

員、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曹義孫指出，「雖然我國現行法律法
規中有反就業歧視的規定，但顯然已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
要。」
他呼籲，制定專門的反歧視法，已是國際上反歧視立法的

發展趨勢，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已經制定或正在着手制定
反歧視的基本法，對歧視的概念和適用範圍、反歧視專門機
構和糾紛處理機制作出統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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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歲清明假期，江蘇瘦西湖景區五亭橋上遊客如潮，盡享美麗春光。 新華社

「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轉眼又到一年清
明節。這個有着兩千多年悠久歷史的傳統節日，自
2008年正式成為中國的法定節假日，至今年已是施
行後的第八年。清明節成為法定假期，這其中匯聚
了百餘名港澳政協委員的功勞和智慧。

港澳委員連續四年發起提案
2007年全國兩會期間，百餘名港澳委員在政協
大會再次聯名發起提案，建議增設清明、中秋為
法定假期，這是自2004年起，港澳委員連續第四
次發起這項提案。也正是港澳委員們連續數年的
不斷堅持，使國家對增設清明、中秋為法定假期
日益重視，並最終立法通過。
時任全國政協委員的張國良先生表示，他所在

小組幾乎所有委員都參加了聯名簽署。楊釗、劉
漢銓、潘宗光等港區委員均參與其中，也彰顯出
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視和熱愛。
楊釗表示，清明祭祖、中秋團圓是中國人重視
人倫與家庭的表現。人倫井然、家庭和睦正是構
建和諧社會的基礎。這兩大節日在港澳台都是法

定假期，香港人很重視清明和中秋，並沒有因為
聖誕節等「洋節」大行其道而遺忘民族傳統。內
地增設清明和中秋為法定假期，可使海峽兩岸和
港澳地區在共同的節日上達成同步，有助於增強
民族文化的凝聚力。

倡傳統節慶增商業元素添吸引力
委員們認為，與「洋節」相比，中國傳統節日

比較靜態，缺乏「嘉年華」式的公眾聚會，使年
輕人難以盡興。他們建議，在傳統節慶活動中創
立社區性的公眾聚會，發揮其融合社會各階層的
功能，並積極融入商業元素以添加吸引力。
作為國際性大都市的香港，不但很多「洋節」

過得非常地道，異域風情十足，傳統節日也一樣
原汁原味。香港特區政府在一些細節上更注重人
性化的做法，值得內地借鑒，比如香港的中秋節
假期不是定在農曆八月十五，而是八月十六，這
樣是為了讓市民在中秋節晚上好好團聚之後，第
二天也能好好休息。

■■記者馬曉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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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專門強調「加強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增強持續增長動力」。王樹成指出，從需

求側看，內地現階段已經進入品牌消費時代，高端品牌
需求旺盛；但在供給側，低端過剩、高端短缺的問題比
較突出。

品牌缺失令人憂 境內外消費「兩重天」
中國商業聯合會與中國人民大學信息分析研究中心聯
合發佈的《2015中國品牌發展報告》顯示，在國際市場
佔有率、知識產權保護、品牌營銷建設和創新精神上，
我國同世界品牌強國的差距不小。德國有8,000多萬人

口，但該國有2,300個100年以上的品牌；日本百年以
上的品牌有2.1萬個，其中有3,146個生存了200年以
上；美國歷史才200多年，但擁有1.1萬個世界品牌。
而反觀我國，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百年老字號品牌

有2.6萬家；至2006年商務部再次頒佈時僅434家，且
部分品牌目前生存困難，部分百年老字號品牌被外資收
購或控股。
王樹成認為，品牌建設的缺失，導致近年來國內消費

總體不旺，但境外消費年均增長25%以上，財富國際轉
移現象突出。「2015年境外消費超過1.2萬億元人民
幣，中國人繼續保持世界『主要旅遊消費群體』稱

號。」

冀品牌建設提升為國家戰略
「一個國家品牌價值越高，其對全球產業鏈的主導力

就越強。」王樹成表示，在經濟新常態下，要提高綜合
國力和國際競爭力，需將品牌建設提升為國家戰略，努
力使中國品牌走向世界。
他同時提出了四條建議：首先，在國家層面成立品牌

戰略委員會，制定國家品牌發展戰略規劃，加強國家層
面對品牌發展的統籌指導和綜合協調，扎實推進品牌建
設工程。其次，針對目前品牌建設中存在的對品牌定義

不清、管理混亂等問題，國家和企業層面應該加深對品
牌的定義、管理與政策扶持。
他還建議成立國際品牌發展研究中心，在品牌培育、

管理、保護等方面進行基礎研究，並開展國際品牌發展
研究，主導品牌國際標準制定，為我國品牌建設提供技
術支撐。
同時，針對假冒偽劣及侵犯知識產權行為，王樹成提

出，須完善法治化營商環境，加強品牌宣傳和保護。政
府應加強對市場運行的事中事後監管，重視運用大數據
實施市場監管，構建品牌維權機制，營造有利於優勢品
牌生存發展的市場環境和法制環境。

清明將至，令我憶起五十八年前的一段
舊事。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後期，火葬在中央提
倡下在我國開始推行，但是後來人們發
現，只有在大城市才能大規模實行火葬，
因為只有城市有財力修建火葬場。而農村
因財力限制， 無力修建火葬場，甚至連修
建公墓都成問題，還有過去存在的大量墳
墓如何處理。對此，毛澤東和中央領導都
在思考。

在此情形下，黃炎培一九五八年一月十
一日在《人民日報》上刊《試倡平地深
葬》一文，率先倡導「平地深葬」。同年
一月二十九日又致信毛澤東，信中說：
「我最近寫了一篇《試倡平地深葬》文，
認為一般採用土葬法，把很好的可耕地為
埋藏死人而浪費，這種不合理的風俗習
慣，應按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第二十三
條的規定，予以改變。此文曾發表在一月
十一日《人民日報》和一月十二日《新聞
日報》，是一種公開建議性質。各報先後
轉載，人民來信有直接給我的，有送報紙
發表的，紛紛表示贊成。我以為此時應廣
泛地宣傳，請新華社宣傳一下。」

毛澤東讀畢黃炎培信後豁然開朗，當即
寫了批語，讓秘書打電話給黃炎培，表示

贊成平地深葬，並向黃炎培表達謝意。
黃炎培所說的「平地深葬」，就是把屍

體深埋1.5米以上，地面上沒有墳堆，照
常可以種樹和耕種。

為了推行這個主張，黃炎培從自身做
起，召開家庭會議做出決定，把自家歷代
祖墳，全部平地深葬，之後把地贈送給當
地作為農用。

同年2月28日，毛澤東親筆給黃炎培回
信，信中寫道：「一個月前賜書中論及深
葬事，適獲我心，將來適當時機，可能推
廣實行。」 再次支持了黃炎培的主張。

同年6月，周恩來也迅速行動，致信淮
安縣委：「我家的一點墳地，落在何方，
我已記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墳，有人認
出，請即採用深葬法了之，不必再徵求我
的意見，我先此函告為證。」1965年根據
周恩來的指示將他的祖父母、生母等7座
土墳全部挖開深埋，平掉土包，還耕於
民。

然而遺憾的是，首倡「平地深葬」的黃
炎培在一九六五年底去世，遺體火化，遺
骨至今還寄存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室內，有
待實現他生前倡導的平地深葬，入土為
安。 ■作者黃方毅

2016.3.25

黃方毅，全國政協委
員、黃炎培之子、著名
經濟學家。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
黃方毅向本報表示，為
完成父親當年遺願，他
去年4月致信全國政協
主席俞正聲，表示極願
將擺放在八寶山革命公
墓室內幾十載的父母骨
灰，遷至上海靜安區常
熟路 116 弄 7 號故居庭
院深葬。

2016年3月31日（星期四）

王

�(�( 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