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情，两会最生动的图解

证券时报记者 仁际宇

北京， 对我来说是一座已经阔别

了

8

年的城市， 红色的高墙、 绿色

的军装和灰色的天空是对北京最深

刻的记忆。 如今， 换了一种身份再

回北京， 看到更多的是那些在电视

和照片中早已熟悉的脸庞， 而这脸

庞背后的， 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

向。

在两会采访过程中， 各个部门的

部长、 “一行三会” 的头头脑脑都是

最为重要的采访对象， 无论在驻地还

是在会场， 都需要把每个人的面孔刻

在心里， 把针对他们每个人的问题倒

背如流。 而他们每个人面对记者的时

候， 又显露出不同的表情， 有的痛心

疾首、 有的慷慨激昂、 有的爽朗直

率、 有的含而不露……

有时候， 他们用怎样的语言来回

答问题已经不那么重要， 你只需仔细

观察他的表情就能读懂这些问题对于

民众和国家的重要程度。 事实上， 正

是这些表情和这些表情背后所蕴藏的

含义， 代表着中国决策者们内心关注

的焦点。

当然， 两会当中还有无数其他人

的表情， 武警的严肃、 记者的焦急也

都写在脸上， 从他们的表情中， 你能

看得出两会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重要

意义。 随着人民大会堂由一座陌生的

建筑变成最熟悉的场所， 你会发现采

访对象的行动线路始终都在变化， 不

变的只有那专注的表情和对中国未来

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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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部长们的平易近人

证券时报记者 孙媛

今年第二次上两会， 我有幸近距

离采访了包括尚福林、 李荣融、 李毅

中等在内的多位高官。 作为远在深圳

的基层媒体记者， 这也是我第一次如

此频密地采访到部级领导人。

不知从哪年开始， 记者们有了到

人民大会堂北门堵部长的习惯， 一路

红毯总是伴随着精心准备的各种刁钻

问题。 在这里， 包括海外媒体在内的

记者们几乎可以随便提问， 而部长们

必须做出回答。

从整体上看， 不管部长们司职哪

个部委， 立场和观点如何， 他们给人

的感觉都是亲切、 诚恳且睿智的。 尤

其是 “三八” 节当日， 在重庆团的茶

话会上， 我所接触到的证监会主席尚

福林、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长戴相龙和

国资委主任王勇， 都没有忘记向工作

在第一线的女记者们进行问候。 而前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是在我们没有事先

预约的情况下， 破门而入强行进行的

采访， 包括央企红利和退出房地产等

敏感话题， 李荣融均坦荡直言。

前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为了兼顾

公平多次婉拒记者专访， 但之后念及

我们辛苦， 请客慰劳我们， 席间谈及

了他对中国资本市场一些热门话题的

理解。 看着他一边吃着简单的红薯和

玉米， 一边眉头紧锁考虑着我们问题

的神情， 我们的敬意油然而生。

两会中， 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在无

数双眼睛前 “被聚焦”， 在这里，

“位高责重” 有了很好的诠释方式。

希望个税起征点来一次“跨越”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今年两会， 代表委员谈物价， 话民

生， 聊幸福， 无不希望政府能够给老百

姓以实惠。 在笔者看来， 要想老百姓幸

福， 首先就得让利于民， 真金白银， 不

打折扣。 无论从代表委员的呼吁， 还是

从政府财力来看， 个税起征点上调至

5000

元并不为过。

众所周知， “十一五” 期间， 国民

收入分配向政府与企业倾斜的现象日趋

严重， 居民收入占比偏低。

2010

年， 全

国财政收入再创新高， 达到

8.3

万亿元。

个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仅为

6%-7%

。 这说明只要政府有决心， 大幅

提高个税起征点不会影响我国的财力。

过去一年， 我们听到了太多加税的消

息， 但很少听到减税的声音。 此次两会，

收入分配成为政府工作报告 “关照” 的重

点， 老百姓对此给予极高的期待。 而个

税将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第一步， 希望这

一次个税起征点提高幅度不会像往次那样

是 “挤牙膏” 式的， 而是 “跨越” 式的。

提案办结要真正做到百分百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每年两会， 委员代表们都会带来很

多提案和议案， 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 今年两会， 记者欣喜地看到有

关 “民生” 问题的内容多了不少， 但是

最终能解决到什么程度令人担忧。

据悉， 去年全国政协提案的办复率

很高， 但是在今年两会的分组讨论会

上， 很多委员反映， 去年有很多提案建

议得到的只是一个答复， 并没有真正有

效的解决办法， 他们对一些提案答复只

能无奈地 “被满意”。 这也是记者产生

上述担心的原因。

在分组讨论会上， 一个去年的提案没有

被落实的委员说， 他今年仍然没有放弃， 就

同一问题再次提出提案， 不达目的不罢休。

我们需要这样执着的委员代表 “上

传” 民意， 但是我们更需要得到真正有

效的解决办法， 而不仅仅是一个答复，

真正实现办结率百分之百， 使老百姓的

问题都能得到有效解决。

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者

证券时报记者 黄兆隆

两会于全国而言， 是一年一度

的盛会， 于我而言， 则是一个学习

的开始。 自以为少了些许稚嫩和懵

懂， 却才发现困惑的地方更多。 观

察、 聆听、 学习， 这些是目前的我

所能做的。

作为初出茅庐的后进晚辈， 有幸

能够连续两年近距离观察这一重要政

治舞台， 我倍感荣幸与骄傲。 虽然是

“二进宫”， 少了第一次的青涩， 但是

心头更多了一份责任感和使命感。

每一次聆听各领域精英的发言，

都让我有醍醐灌顶、 豁然开朗的感

觉。 每一次追逐部长、 代表委员， 也

伴随着一股求知的动力。 作为推动大

国崛起的重要力量， 他们如何思考，

这是我最迫切想了解到的。

每年两会的议题、 言论、 风貌都

是一个注脚， 见证着中国走向世界强

国的历程。 与贤者居， 如入芝兰之

室， 久而自芳也。 在这个政治舞台

上， 观贤者坐而论道， 心中的入世精

神也油然而生。

荣幸身处于这个最美好的时代， 我

们见证着历史， 也为祖国崛起而感动！

愿民生永驻，幸福常在

证券时报记者 付建利

2011

年的两会， 民生问题和幸福

话题， 成为两会上中国声音的最强音

符， 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两会越来

越富有实效， 越来越贴近老百姓， 这

个国家民主化的进程， 正在稳步推

进。 关注每一个个体的人， 关注他们

生存的苦与乐， 让我们切实地感到，

政策的民本色彩越来越浓， 阳光更多

地照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我们关注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发展，

关注投资者如何能够在一个真正实现

了 “三公” 原则的市场环境下快乐投

资， 享受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的丰硕

成果。 从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到主席助

理朱从玖， 从上交所理事长耿亮到深

交所理事长陈东征， 来自监管层的人

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 均表示要进一

步打击内幕交易和利益输送， 积极发

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创造更有利于中

小投资者的市场监管环境。 同时， 来

自资本市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们， 还就新三板、 国际板、 转融通、

创业板退市、 上市公司分红、 遏制恶

意融资等热点问题积极建言献策， 让

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资本市场充满希

望的明天。 如何让老百姓的财产性收

入通过资本市场保值增值， 不仅是一

个经济学命题， 更是一个民生命题。

我们关注老百姓衣食住行的生活

成本。 面对高房价， 住建部部长姜伟

新的话掷地有声： 楼市调控是长期性

的， 时刻准备出台下一步楼市调控政

策。 此外， 在医保、 社保、 环保、 就

业、 食品安全、 个人收入、 户籍改

革、 教育改革等民生话题上， 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们也积极建言献策、 参

政议政。 有理由相信， 充满智慧的中

国声音， 会让民生中国的步伐更为稳

健， 更为扎实。

两会结束了， 跑两会的记者们累

了， 代表委员们也将各自奔赴工作岗

位了， 此时此刻， 所有内心朴素而又

真诚的诉求都集中在一个点上： 愿民

生永驻， 幸福常在！

2011

，让改革走得更远

证券时报记者 孙玉

非是即否， 非此即彼。 按照一般

判断， 对每件事人们必须在两个极端

中做出明确的选择。 一个为自己的教

师职工争取住房福利的委员， 要么是

沽名钓誉之徒， 要么是争取教师福祉

的斗士； 一个千方百计争取再融资机

会的上市公司董事长， 要么是在玩资

本游戏， 要么是为公司长远谋划。 非

是即否的标准下， 事件变得如此简

单， 人们只需要在黑与白、 是与非之

间做出选择。

问题简单化与浮躁情绪交织的标

准迁衍出的结果， 连部级干部也难幸

免。 全国政协常委、 清华大学校长顾

秉林为自己的职工争取了千套 “福利

房”， 随即被批评为 “赤裸裸的福利

腐败”。 笔者致电顾秉林时， 已操劳

多日的他正忙于接待两会地方代表

团。 清华 “福利房” 事件所掀起的风

波和带来的攻讦， 显然远远超出他的

预料， “我做的一切， 没有比政策所

允许的多一步或少一步”。 他所真切

希望的， 不过是在高房价的现在， 让

那些凭工资买不起房的年轻教师至少

能住得上房。

资本市场亦如此。 李登海， 这位

被媒体反复炒作为身家

10

亿的 “杂

交玉米之父”， 在接受笔者采访之时，

念念不忘赶回家播种。 不论圈钱说也

好， 游戏也罢， 他所希望的就是对关

系国计民生却又缺钱的种子行业， 能

够因 “事” 制宜， 企业可以快速筹集

资金用于经营发展， 回报投资者。

这是

2011

年。 社会的分层现象

短期内不会被消灭。 无论是福利房的

被攻击， 亦或是中小企业融资的瓶

颈， 都反映了现有资源分配与社会分

层的不匹配。 按照以往非是即否、 非

此即彼的标准， 表面上每个人都给出

了最好的答案， 但实际我们还是站在

原点， 离社会 “多样性” 仍有一定的

距离。 我们期待， 让我们的多层次市

场建设走得更远一些、 更大胆些。

编者按： 阳春三月， 北国清寒犹在， 南国春暖花开。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与数以千计的海内外同行再次聚首京

城。 他们奔走在会场与驻地之间， 为我们发回及时的新闻

报道， 捕捉精彩的会议瞬间。

无论是屡次上会的 “老记” 还是首次进京的 “新人”，

他们都激动于参与这一大国盛会。 手持舆论公器， 身负民

生期盼， 在即将完成此次报道任务之际， 他们的所听所

见， 所感所悟， 都成为

2011

两会历程的珍贵见证。

房地产的冬天可能真来了

证券时报记者 周荣祥

不出意外， 房地产又一次成了两会

中的热点话题。 只是这次， 多数地产界

的代表委员们除了在质疑已经出台的行

政调控外， 言语间还透露出些寒意。 房

地产的冬天可能真的要来了。

一位刚从某央企老总位置上退下来

的委员说： “这一次， 看来是扛不住了，

房价不下来， 政府不会罢手。” 他还抱怨

了现阶段作为开发商的种种委屈。

记者相信这位委员说的都是真的，

当一个号称高度市场化的市场遭遇到限

购、 限贷等诸多行政手段时， 谁都会从

中感到一股寒气， 特别是在将民生问题

作为 “十二五” 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这一个大背景下。

中国房地产从来都不是一个真正纯

粹的市场， 无论是以市场为名抨击房地

产调控， 还是一味赞成政府运动式的行

政命令， 均不可取。 但无论如何， 我们

应该理解政府当前的工作重心， 进而对

未来房地产市场走向作出判断。 从这个

角度出发， 上述委员的担心不无道理。

见证历史 感悟民生

———证券时报两会记者感想录

图为证券时报两会记者全家福。后排左起为郑晓波、周荣祥、黄兆隆、付建利、仁际宇，前排左起为孙玉、张达、孙媛

,

右一为摄影记者宋春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