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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宁夏代表团全体会议向媒体开放。来自
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女记者张晓瑜多次举手并获得全场最后一次提问机会。

新华社

据新华网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网民对全国两会的关注度近四年
来逐步上升，今年有超过九成的网民对两会持正面评价，制度自信明
显增强。

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数据显示，网民对全国两会的关注度逐年上
升，开幕前的舆论热度指数从 2014 年的 76.67 上升到了 2017 年的
90.62；网民对两会持正面评价的比例从2014年的80.7％上升到2017年
的93.6％。

“会场外的民众关注会议进程并通过网络渠道反馈意见、表达态
度，这本身就是民主的参与。而持正面肯定的网民比例持续上升，则从
一个侧面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各项政策很得民心。”中国传媒大
学电视学院教授曹培鑫说，“两会热”的背后是中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人民生活迈向幸福安康。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今年全国两会社会关注度高主要与
今年要召开党的十九大、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背景有关。十
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不断取得重要进展。在这个基础上，政府工作报告越来越实，用数
据说话，谈的都是实实在在老百姓关注的问题，所以不难理解网民对两
会的热度在逐年上升。

数据还显示，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2014年以来均进入
网民关注的话题前五位。环境保护等话题受关注程度明显走高。

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后，网上再次掀起了一个热
议政府工作报告的高潮。微博、微信以及很多新闻客户端，被有关政府
工作报告的新闻刷屏，网民跟帖热烈。

“各级政府要坚持过紧日子”“决不能‘新官不理旧账’”“使小企业
铺天盖地、大企业顶天立地”等政府工作报告“金句”在互联网热传，不
少网民称赞报告民本情怀满满，“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辉煌成就，就
是广大干部群众干出来的”等表态“给力”“提气”。

“只要国家在不断改变，不断向前，不断强大，我们就应该为自己的
祖国自豪骄傲！”网民“D郑碗碗C”说。

新华网有关数据还对政府工作报告高频词作了纵向对比。分析显
示，“发展”连续四年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一高频词，“改革”“创新”“人
民”等词汇均有较高出现频次，“全球”一词出现频率有大幅增长，从2014
年的4次上升到2017年的13次。

对此，曹培鑫表示，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公众对国
家政策稳定运行、法治社会建设以及社会公平公正等议题更加关注。
此外，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国际关系尤其是与本国利益密切相关的国
际政治、安全局势与全球经济等议题也会更受关注。

“两会连着你我他，攻坚克难不懈奋斗，撸起袖子加油干！美好蓝
图在眼前。”网民“啦拉”说。

节用裕民
中央预算带头

这么干

新华社 郁琼源 韩洁

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在预算里怎
么体现？中央部门怎么带头过紧日
子？挤出来的资金怎么用？带着这些
问题，记者对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进行了
采访。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的预
算安排对中央部门带头过紧日子，出了
一些“硬招”：继续按照只减不增的原
则，严格安排“三公”经费预算。压减会
议费、培训费、宣传费、咨询费、软课题
经费和涉企补助等支出。按不低于5%
的幅度压减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
对政策目标已经实现的项目，不再安排
预算；对实施环境发生变化的项目，重
新核定预算。

据介绍，2017年财政政策将更加积
极有效。在支持实施减税降费的同时，
确保财政支出强度不减且实际规模扩
大。新增财力以及调整存量腾出的资
金，优先用于支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适度扩大有效需求，加大对基本民
生保障和扶贫、农业、教育、生态文明建
设等重点领域的投入，使财力进一步向
困难地区和基层倾斜。

中央部门带头过紧日子，是本届政
府对中央预算安排一以贯之的要求。
这位负责人说，中央本级预算从严从紧
控制，更多节省资金转移支付地方支持
民生。各部门支出有保有压，严格控制
人员经费和一般性支出，部门项目预算
安排追踪问效，“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没达到绩效目标的压减资金。盘活部
门存量资金，长期不用的资金一律收回
统筹用于急需，防止资金闲置浪费。

“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
过紧日子。”这位负责人表示，坚守节用
裕民的正道，中央预算将认真带好头，
同时，也将要求并指导地方财政做好压
减一般性支出等工作，坚决反对铺张浪
费和大手大脚花钱。

电子商务法等
多部法律

纳入立法日程

新华社 张晓松 罗宇凡

张德江委员长8日作全国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时表示，今年全国人大常委
会将制定电子商务法，修改反不正当竞
争法、中小企业促进法、农民专业合作
社法、证券法、标准化法等，着力健全现
代市场体系。

除上述立法计划外，全国人大常委
会还将围绕构建发展新体制，加快推进
民法典各分编的编纂工作，以强化对民
事权利的保护，完善平等保护产权等法
律制度；制定烟叶税法、船舶吨税法等
单行税法，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为加强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
法律制度建设，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制定
社区矫正法、基本医疗卫生法、公共图
书馆法、土壤污染防治法、核安全法、国
家情报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修改
水污染防治法、测绘法、人民法院组织
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

此外，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全国人
大常委会拟将行政监察法修改为国家
监察法，为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
国家监察体系提供法治保障。

盛装开会

新华社 杨宗友 摄

3月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图
为代表们抵达天安门广场。

本报特派记者 王索妮

本报讯 不少人对死亡和遗体这样的话题有所避讳，但全国人大代表、温州
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院长瞿佳并没有。昨天下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
说，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教师，他非常愿意为“遗体捐献法”这样一部法律的出
台呼吁。

瞿佳呼吁为遗体捐献立法，是因为他深知医学院里医学解剖课所面临的困
境。他说，在医学教育过程中，按教学大纲要求4至7名学生解剖一具遗体标本，
但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在校生平均20人才能解剖一具遗体标本，甚至存在没有遗
体标本供学生解剖的情况。“近几年，由于尸源短缺，许多二线城市的医学院校更
是被迫逐渐取消解剖课的实验环节，这极大地影响并制约着医学和卫生医疗事
业的发展。”

在调研过程中，瞿佳发现，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早已开展遗体捐献立法，如美
国的《统一尸体捐献法》、英国的《人体组织法》、法国的《关于器官摘取的法律》
等。其中一些国家还很注重意外死亡与遗体捐献制度的衔接，例如美国将申领
驾照与遗体、器官捐献登记“绑”在一起，人们在申请或更换驾照时，会被询问“遭
遇不测时是否愿意捐献遗体”，如果同意，驾照上会有所体现。

瞿佳认为，对遗体捐献进行立法，将有利于规范遗体捐献程序，增强民
众对捐献引起的一系列行为结果的信任度，从而有利于缓解医疗卫生事
业中遗体短缺的现状。同时，立法的必要性还在于它有利于制止和预防
现实中存在的遗体买卖现象，使遗体捐献走上健康、合法、安全、卫生的发
展轨道。

“遗体捐献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依靠政府部门的强制性，而是需要遗
体捐献者及其亲属和有关社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完善的法律制度有利于获得
公众的认同，并使遗体捐献具有立法上的支持。”瞿佳建议，通过立法规范遗体捐
献程序、遗体保存与管理制度，确定遗体捐献性质，落实捐献和接受双方权利义
务等，有助于解除人们的顾虑，保障捐献者的权益，以确保捐献的遗体能真正用
于教学、科研和社会公益事业。

逾九成网民对两会持正面评价

全国人大代表瞿佳：

解剖课很窘，期盼遗体捐献立法

执 着 新华社 李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