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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五年規劃及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即將出爐，民之所望將成施政所向。民

眾最關注什麼？有什麼期待？香港文匯報記者通過梳理一些有代表性民調和實

際採訪發現，民眾最關注的是「依法治國」、「社會保障」、「鄉村振興」等

話題。另外，「教育改革」、「養老託育」、「金融風險」、「就業創業」等

事關切身利益的話題亦獲得了較高的關注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馬曉芳 北京報道

五年前，社會和家庭對先
天畸形新生兒的認知度和包
容度都不高，經過「十三
五」的發展，社會對生命的
關愛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可
以預見「十四五」期間兒科
會成為一個重要研究方向。
作為一名兒科醫生，從醫

三十餘年來救助了多位先天
畸形的新生兒。在工作實踐
中，我發起建立了產前診斷
與微創治療的高效產兒合作
機制，推進對嚴重畸形兒開
闢建立轉診綠色通道。這一
合作機制目前已擴展到京津
冀，給孕產婦帶來極大方
便，保障了數百例患兒得到
及時救治。
未來我會繼續爭取將產兒
合作模式複製到全國更多邊
遠地區。同時我將積極參與
開展胎兒時期治療，提高中
國出生缺陷整體治療水平。

這五年國家在教育方面有很多
改善提升，更注重學生的創新、
實踐、合作等能力方面的培養。
九年義務教育階段是發展素質教
育的重點，不少課程改革和育人
模式的探索已經形成較為成熟的
經驗。在老師的進修培養方面，
有很多跨校、跨學科、跨區的學
習機會。疫情期間的網上授課，
給老師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傳授
知識平台。
我希望以後能有更多師生互動

的科技手段加入到授課過程中，
未來在不斷提升自己教學水平的
同時，能有更多機會與同行交流
學習。同時，現在少數民族偏遠
地區的教育水平跟北京還有差
距，希望在不遠的未來，國家各
地的教育資源更趨均衡，全國各
地的孩子們都能在同一個起跑線
上奮力前進。

去年10月村裏貧困戶全部實
現脫貧。作為最基層的扶貧
人，回顧這幾年的工作，無論
是培植玉米產業、推廣周轉
豬，還是修路、拓橋、打井，
都讓我真切感受到了為黨盡
責、為民分憂的成就感。
展望「十四五」，我需要

做的是轉換角色，做好鞏固
扶貧成果與鄉村經濟振興之
間的有效銜接。首先要發展
產業。我們已開始嘗試與企
業合作，引導村民從「棉麥
穀子玉米豆，花生瓜菜湊一
湊」的傳統種植模式中跳出
來，轉做綠色生態「新農
人」，如採用小米和酵素做
肥料，種植紅薯和土豆。
人才返鄉是鄉村振興關鍵。

下一步，我們要把頭腦靈活的
年輕村民吸引回來，通過培訓
擔當起致富帶頭人的責任。希
望國家有關部門能推出更多吸
引人才返鄉的政策。

四年前，我從一間印刷公司辭
職創業，在江蘇一個知名家紡城附
近開了一間西北特色小吃店，生意
不錯。初戰告捷後，2019年春節
前，被網絡廣告吸引，我和朋友一
起通過加盟方式投入20餘萬元開
了一間奶茶店。不到一年時間，就
出現了品牌授權問題，加之疫情影
響，最終只能關門停業。
未來五年，我還會在餐飲行業

繼續尋找創業機會，不過將更加
謹慎，對項目考察也會更細緻。
希望相關部門在繼續推出更多優
惠扶持政策的同時，加強治理網
絡加盟創業亂象，並為創業青
年，特別是初次創業者提供全面
的職業技能培訓及行業前景分
析，幫助大家避開創業「雷
區」。我也希望在今年的兩會
上，代表委員們能多為小微創業
者發聲。

作為一名社區工作者，在
過去這五年有幸參與2019年
國慶大閱兵、第四次全國經
濟普查、第七次全國人口普
查等國家大事，真切感受人
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同時
對生活環境的要求也增加
了。
抗擊新冠疫情，讓我經歷

了前所未有的壓力。2020年
除夕夜，我們接到命令要對
社區三千多戶一萬多人實施
封閉管理，通宵忙碌製作出
入卡讓我記憶猶新。當時社
區還有五六百位隔離人員，
每天我忙到沒時間吃飯。最
讓人感動的是居民特意送來
餃子和燉肉，那一刻感覺所
有的疲憊和付出都值得了。
社區工作者最貼近民生所

需，也是「無所不能的」，
經歷了抗疫一戰後，我感覺
以後工作中再遇到什麼困難
都能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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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風險

依法治國

打虎拍蠅

社會保障
鄉村振興

綠水青山

住有所居
教育改革

數字化生活

社會治理

兩會十大最受關注話題

今年兩會前夕，內地多個新聞門戶網
站紛紛圍繞未來五年規劃展開民意

調查。

超520萬人參與 民法典獲高票
截至2月28日，超520萬人次參與人民
網的2021年全國兩會調查。結果顯示，
「依法治國」「社會保障」「鄉村振興」
位居熱詞榜前三，「打虎拍蠅」「綠水青
山」「金融風險」「教育改革」「住有所
居」「數字化生活」「社會治理」等亦
「跑」進了前十。
「依法治國」愈發深入人心。近年來，

人民群眾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
要求，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等方面
的要求亦是日益增長。在「哪些法治建設
舉措讓您印象深刻」的調查選項中，「通
過並施行《中國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獲
得最高投票率，達66.3%。
社會保障事關億萬民眾的切身利益，長

期以來備受關注。很多網友表示，希望進一
步完善覆蓋全民的社保體系。他們重點關注
「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上調，提高城鄉居民
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疫情期間，全國
多地出台社會保險減免等政策」、「養育二
孩費用高，生活水平受影響」、「完善社區

居家養老扶持政策」等。
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召開後，

人民網調查中「鄉村振興」一詞的投票數
據迅速升至第三位，獲313萬網友投票。
就如何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
有效銜接，17.8%的網民最關心鄉村生產
生活條件和村容村貌等的改善，14.1%的
網民認為應抓好產業幫扶銜接，持續推進
脫貧地區產業發展壯大。

金融監管受關注 收入分配成熱話
「金融風險」也受到了網友的普遍關

注。截至3月2日，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的
「兩會你我他」熱門話題中，「金融監
管」位居第一，逾14.5萬人表示關注。

《人民政協報》的兩會調查顯示，共有超
12萬網友選擇最關心的話題是「金融風
險」，佔投票總人數的56%。
有網友表示，這幾年信託、P2P「爆

雷」，債市違約等金融風險問題令不少民
眾血本無歸。金融風險在今次調查的熱詞
排行中處於靠前位置，準確地反映了以上
亂象。另有多位網友表示，自己曾遭遇非
法集資、非法借貸（不規範網貸、校園貸
等）、非法融資侵害，關注全面清理整頓
金融秩序，開展P2P網絡借貸等專項整
治。
在新華網的調查中，網友最關注的是
「收入分配」。截至3月2日，有5.8萬人
參與該項討論，超兩成網友建議健全工資

合理增長機制。17%的網友選擇「合理調
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

小微企語總理 盼政策助融資
另外，中國政府網聯合多個機構推出了

2021「我向總理說句話」網民建言徵集活
動。網友關於教育公平的留言很多，包括
「讓優質教育資源能覆蓋更廣闊的地
區」、「讓幼兒園學費更加親民」、「破
解一考定終生，給奮鬥者提升的機會為想
學習的人提供內容更豐富的網絡課程」
等。
二胎時代來臨，養育嬰幼兒花費增多。

多位網友建議，國家考慮0歲-3歲小孩的
撫育支出壓力，在個稅專項扣除中加入這
一項；建立託幼體系；鼓勵生育後的配套
政策要跟上等。
關於個體經營，有網友表示，經歷了疫

情的煎熬，實體經營面臨消費下降、融資
困難、成本上升等諸多困境。特別是資金
問題，希望增加專門針對小微企業和個體
商戶的綠色融資通道。
按照以往慣例，「我向總理說句話」收

集的部分有較高參考價值的建言會報送
《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組，並轉有關地方
和部門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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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月1日，
《中國人民共和國
民法典》正式施
行，成兩會民調熱
點。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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