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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他们一直在提
同一条建议提案
代表委员“较真”推动难点问题解决
本报特派记者 吉祥 杨凡 刘红杰 马绍栋

本报北京 3月 1 2日讯
(特派记者 张洪波 郭静)

法官当律师，很常见；律
师当法官，很困难。“为什么
我国的法官只能从刚获得
法律职业资格和通过公务
员考试的年轻人中选呢？为
什么那些经验丰富又很成
熟的律师当不了法官呢？”3

月12日，全国人大代表、广
东汕尾党校常务副校长蒋
海鹰在分组讨论时，发出这
样的疑问。

“律师要当法官，就要
先考公务员，而且受到入职
行政级别的限制。”蒋海鹰
说，“如果一名律师在岗位
上锻炼了十几年，已经是很
成熟很优秀了，年龄也到了
三四十岁，这时候你喊他来
考公务员，而且即使考上
了，也要先从书记员、初任
法官干起，这显然不公平。”

蒋海鹰认为，要想改变
这一点，就必须制定新的实
施办法，让优秀资深律师能
够被选拔进来。

全国人大代表蒋海鹰：

让优秀律师

加入法官队伍

本报北京3月12日讯(特
派记者 任志方 李钢)

“在公益诉讼方面‘两高’是
否可以适当放开一点，有些
违法案件不是侵犯具体的
人，而是侵犯公众，检察院
能否行使职能提起诉讼？”
在3月12日上午的政协分组
讨论过程中，全国政协委
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
长朱征夫建议。

朱征夫讲了一个发生
在广州的案例。“广深高速
上之前没有一个厕所，没有
一个加油站，很多司机都感
到不方便。后来一个律师去
起诉高速公路公司，但是起
诉又没什么依据，他就自己
把车开下去，中途出站加
油，然后再回来。最后把所
增加费用的收据拿到法院
去告高速公路公司。最后官
司打输了，但是在打官司的
过程中，加油站和厕所就悄
悄建起来了。”他建议尽量
放开公益诉讼的限制。

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

尽量放开

对公益诉讼限制

本报北京 3月 1 2日讯
(特派记者 刘志浩 王僖)

3月12日，全国政协社科
组讨论“两高”报告会上，全
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
院副院长侯欣一表示，目前
基层法官面临巨大的办案
压力。

他说，在东莞调研时发
现，一个基层法院的法官一
年办案1000多件，平均每天
三四件，北京某区的法官要
做出判决的案子一年 7 0 0

多件。同时，由于我国处
于社会转型期，全社会对
法官关注太高。目前法院
处于直面社会矛盾的第一
线，“大家一有事，首先想到
去法院。”造成法院案件数
量剧增，相应的法官压力也
增加很多。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最
高人民法院副部级审判委
员会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
王秀红表示，这一问题已引
起最高法院关注，并已采取
积极应对措施。

全国政协委员侯欣一：

一年办案1000多件

基层法官压力大

本报北京3月12日讯 (特派记
者 张鹏飞) 几间房子、几个保
教人员、几本小人书、几样小玩具
就成了一个早教机构，一个早教
课程动辄两三千元……这样的混
乱现象制约着婴幼儿的健康成
长。全国政协委员、丽水市人民医
院副院长雷后兴在今年的提案里
建议明确早教主管部门，填补早
教机构的监管空白。

“早教机构内部管理混乱无
序。”雷后兴表示，目前国内的早
教机构课程设置各行其道，没有
经过权威专家机构的鉴定，各早
教机构的早教师资也绝大多数没
有“早教指导师”资格证，这严重
损害0-3岁婴幼儿的健康成长。

另外一些早教机构为了降低
成本，很多租用的房子都较为狭
小，婴幼儿活动场地不足，消防等

安全设施难以到位。有的地方，几
间房子、几个保教人员、几本小人
书、几样小玩具就构成了一个早
教机构。

雷后兴介绍，除了内部管理
混乱，早教的主管部门也缺失。目
前，教育部门只管3-6岁幼儿学前
教育机构的审批监管工作，而0-3
岁婴幼儿早教机构处于政府监管
的空白。

“这导致两大问题，一个是早
教机构费用高昂，且无需审批。”
雷后兴举例说，国内品牌早教机
构的收费是一节课100元左右，24
节课一个课程，也要2000-3000
元。早教仅24节课的费用甚至赶
上了大学一学期的学费。而多数
早教机构的收费标准未经物价部
门审核监管，给家长的收费发票
也是商业运营发票。

早教课程费赶超大学学费
全国政协委员雷后兴建议填补早教机构监管空白

针对主管部门缺失，雷后兴
建议明确0-3岁婴幼儿教育的主
管部门和相关责任部门。0-3岁婴
幼儿教育有其特殊的规律，这一
年龄段的教育具有高度的专业
性，他建议各级教育部门为0-3岁

婴幼儿教育的主管部门，财政、发
改、卫生、妇联等部门为相关责任
部门。

另外，他建议对早教机构的
办学指导思想、资金、师资、安全
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和要求，

对达标的早教机构发放办学许可
证，不达标的要责令限期整改
或者予以取缔。对早教机构的
收费项目要严格审查和监管，
定期对其财务情况进行审计公
布。

提案建议：

达到办学标准

再发许可证

叶青提了10年公车改革，人称“叶氏车改”；韩德云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较劲了7年，以

至于记者每次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年还提吗”；同样较真的还有黄细花、蒋洪，前者长期

关注控烟，而后者每年必讲阳光财政。

这些年，有一部分代表委员锲而不舍地反复提一个建议或提案，他们为何如此“较真”？

想到自己提了多年的建议，
黄细花有时会想“要不就算了
吧”，但这时她又会觉得应该再
坚持一下。“我总希望这些部门
能换位思考一下，像取消银行卡
跨行收费，这对提高银行服务质
量，吸引顾客也是有好处的。”黄
细花说。

对这些长期提一个建议呼吁
改革的代表委员，姜玉泉很是佩
服。“比如取消农业税，就是东北一
个农民代表连续提了7年，最后终

于解决了，说老实话，我当时就不
敢提。”姜玉泉说，正是有一些较真
的代表委员，一些问题才最终得到
了解决，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
费也是湖北一个代表提了很多次，

“不停地提更加说明了老百姓的期
盼，国家应该创造条件解决。”

沈士团是全国政协第九、第
十届委员，他的绰号是“4%专业
户”。1998年第一次参加政协会
议时，他就当面向时任国务院副
总理的李岚清呼吁国家对教育

的投入应达到GDP的4%，到他履
职全国政协委员的第9年，他的
大会发言还是关于4%。今年3月5
日，当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
告中表示政府要兑现这一承诺
时，沈士团第一时间接到了朋友
的祝贺电话。

呼吁公车改革的10年间，叶
青也注意到了这其中的点滴变
化。比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要“深化公车改革”，叶青
直言这是进步。

较真推动改革，督办力度逐年加大

熟悉代表建议操作流程的姜
玉泉介绍，代表在大会期间提的建
议、议案最终会转交给相应的职能
部门办理。“从代表的角度讲，提建
议总是希望得到解决，但从国务院
相关部委的角度考虑，有的问题解
决起来政策有限制，有的资金有限
制，再则办事有一个过程。”姜玉泉
说，一些代表委员长期反映一个问
题，实际上也说明了这些问题解决
起来比较难。

全国人大代表、惠州市旅游
局局长黄细花5年来一共提了76
条建议，诸如取消银行卡跨行收
费、升格环保部等建议被采纳，
但也有一些她提了多年的建议
至今没见解决迹象。黄细花说，
有的建议转交给相关部门后，她
收到的答复也很简单，“只有几
行字。”

而最让全国政协委员施杰
感到遗憾的不是相关部门的答

复态度，而是被重视的提案依旧
得不到解决。施杰两会期间曾多
次提过乡村道路安全的提案。

“包括农业部、交通部、公安部都
很重视，积极跟我联系，称他们
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也表示解决
起来存在很多问题。”施杰说，各
个部门都有不同的原因，“马上
解决也有一些客观因素，越是涉
及到多个部门深层次的问题，解
决起来就越难。”

“越是深层次的问题，解决起来越难”

7日，全国政协经济界的小
组讨论会，陈晓颖委员的发言是
关于食品药品改革，这个问题她
已经在两会上提了10年，这次为
了引起注意，她专门准备了一个
10分钟的PPT进行演示。

一个建议提了10年的还有
叶青，这位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
履职人大代表的10年间，每年必

提公车改革。“凡是用公共资源
购买的车都应纳入公车改革范
围。”他今年的希望是公车改革
能够出现几个试点。

在本届代表、委员履职的最
后一年，执著者不乏其人，一些
代表委员期待着他们上任伊始
提的建议能早日见到实效。全国
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

洪提了5年的阳光财政，他采访
时重复着那句已说过多年的话：

“阳光财政，我盼得头发已白
了。”

谈及为何这么较真，陈晓颖解
释说：“之所以这么执著，是因为我
也是消费者。这是社会普遍关注的
问题，越多的人共同推动，就能越
快越好地促进问题的解决。”

一条建议提了10年A

B

C

全国人大代表叶青

全国政协委员施杰 吉祥 摄

全国人大代表姜玉泉 吉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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