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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杭州网络法院
推动网络强国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 齐奇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必须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
杭州是我国互联网经济发展重地。我建议，在杭州设立网络法院试点，将部分典型的涉网案件从现

有审判体系中剥离出来，实现网络审判专业化、诉讼流程在线化、系统应用智能化、司法服务便捷化、纠纷
解决多元化，构建专业、高效、便捷的网络司法服务体系，推动网络强国建设。

司法出清僵尸企业大有可为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民建副主任 车晓端

处置僵尸企业、积极推动落实去产能任务，是有效推动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一环，也是司法大有可为的
领域。应当积极发挥审判职能，结合本地经济结构实际，因案施策，灵活运用破产重整、破产清算等多种
手段，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破产审判道路。

过去一年，绍兴在市场化、法治化出清“僵尸企业”中做了有益的尝试，比如对“僵尸企业”加强分类指
导，建立健全优胜劣汰机制，通过兼并重组、债务重组乃至破产清算实现市场出清，关停产能落后企业，整
治“低小散”等。今年4月，“中国破产法论坛——管理人制度的实践与创新专题研讨会”将在绍兴召开，希
望迸发出更多更优秀的司法智慧为全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助燃之力。

大数据时代
防灾减灾信息要共享
全国人大代表、温州晚报副职协理员 郑雪君

目前，灾害应急信息如监测、灾情、人口分布、承灾抗灾能力、应急救援力量分散在不同的部门机构，
决策者较难作出全面科学的判断。同时，各部门相互职责的交叉性，一定程度上又造成政府资源的浪费。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部门间数据共享和分析、全面有效决策迎来机遇。我建议从国家层面组织建
立基于大数据技术的防灾减灾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实现气象、民政、水文、国土等多部门的基础信息共享，
提高政府应急管理水平，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

身在基层心忧国
女代表的履职风采

新华社

身在基层心忧国，履职议政显风流。
“三八”妇女节前夕，记者走进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的代表驻地，采访了几位来自基层的女代表。她们
带着百姓的心愿从基层走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其他
2000多位代表一起履行庄严的职责，共商国家大事。

陈腊英：
环卫工人代表的“环保议政”

“从没想过一个环卫工人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既然
选我了，我就要多为工友们说话，让更多的人关心环保事
业。”陈腊英说。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陈腊英仍在杭州市环境集团有
限公司物业服务发展分公司当环卫工人，并多次提交与垃
圾处置、环境保护相关的建议。

“城市扩大，消费提升，垃圾越来越多，很多城市面临
‘垃圾围城’的难题。”陈腊英说，“如今，老百姓对环保事
业的重视程度与我们面临的‘垃圾难题’相比，还有不小
的差距。”

陈腊英不断寻求解决之策。她曾在建议中提出，实行
垃圾减量指标考核，通过立法促进城市生活垃圾的减少。
她还提出，美丽中国要从环境教育抓起，让群众了解垃圾
分类的方法和益处。

今年，陈腊英提的建议仍与垃圾分类有关。她建议加
快设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
理系统，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

“‘垃圾事业’大有可为，但需要每一个人共同参与。”
陈腊英说。

黄月芳：
“民情日记”记录农民呼声

黄月芳不论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一个大红笔记本，
里边记录着家乡农民的建议，她说这是她的“民情日记”。
来北京后，在人民大会堂、在人大海南代表团驻地，她用这
个大红笔记本记录自己点点滴滴的感受。

作为一名从海南中部地区五指山黎族乡村走出的全
国人大代表，今年50岁的黄月芳十分珍惜自己履职的日
子。今年2月28日，刚刚开完海南“两会”，她就连夜赶回
家乡继续走村访户，征求民意。

黄月芳调研发现，在海南中部地区核心生态保护区
内，人多地少，农业种植空间十分有限，保护生态与农业开
发矛盾突出，仅靠目前的生态补偿远远不够。“第一年参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提的是实施生态核心区补偿的建
议，山区群众为保护生态作出贡献，应当获得相应补偿。”
黄月芳说，五指山市从2014年开始，对全市农民发放生态
直接补款，每人每年可以领到400多元。其他中部山区市
县也出台了相应的生态效益补偿政策，老百姓得到真正的
实惠。“今年，我的建议是国家在财政转移支付方面加大补
偿力度。”

黄月芳说：“我来自基层，带着农民的呼声来，就要在
会上为百姓说话。”

潘成英：
把大凉山的春天告诉北京

潘成英特意带了一套绿色的彝族服装来北京。“绿色
象征着春天，我要穿着它走进人民大会堂，把大凉山的春
天告诉北京。”

大凉山地区，沟壑纵横、山路曲折。自从当选全国人
大代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喜洋洋、美洋洋双
语幼儿园董事长潘成英很多时间都是行走在田野乡间，就
民族地区教育、交通等进行调研，提出建议。她说，听民
意、写建议、看落实，是人民代表应尽之责。

两会召开前，潘成英走进喜德县则约乡中心学校。在
这里，很多娃娃寄宿在学校，床铺紧张。“在凉山州，寄宿制
学校都存在这样的情况。”潘成英说，今年，她将就加大发
展寄宿制教育提出建议。

2015年，潘成英提出加大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的建议。
目前，“一村一幼”计划已在大凉山全面铺开。

她提出增开民族地区火车客运列车的建议。如今，
这个建议也已经变成现实。“在凉山州甘洛县，增停了三
列火车。”

潘成英的很多建议已变成现实，她感到，每个人都在
推动社会进步。

（上接1版）
车俊说，浙江政府的自身改革，第一阶段是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第二阶段是“四张清单一张网”，第三阶段便是更高层次
——“最多跑一次”。这样提，正是要让老百姓和企业有更多
的获得感，“用老百姓的语言来代表我们自身改革的深化”。

怎么实现？车俊补充说，当然不是空口说大话。首先，
浙江有工作基础，前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特别是“四张清单
一张网”建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其次，浙江有政务网和大数
据等技术支撑，“正因为有这个平台和网络技术的支撑，我们
才提出‘最多跑一次’”。

因为有了流程再造，车俊现场勾勒出一幅蓝图：今后老
百姓去窗口办事，在出发前便在网上知晓办这件事需要什么
资料，一次性带齐；到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只要去一个窗口，
即使涉及多个部门，也是到一个窗口，由首办单位一次性受
理，内部后台进行转递；事情办好后可以坐等相关部门将材
料通过网络或是用快递的方式送达到自己手上。“最多跑一
次”，意思是让政府跑、部门跑，不让群众跑、企业跑。

“再加上严格的制度保障，我想，对于‘最多跑一次’改
革，浙江有条件实现、有能力实现，而且一定要实现！”话音未
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新华社 金立旺 摄

记者问：“最多跑一次”真能做到？
省长答：有条件、有能力，一定能！

来
自
浙
江
的
法
治
好
声
音

本报特派记者 王索妮

记者现场向浙江代表团提问

媒体长枪短炮聚焦浙江代表团
本报特派记者 王索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