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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决定高度 新闻影响生活

两会上，向他们求解当下
本报深度记者 龚海

按修改后的选举法，十二届全
国人大代表选举首次实行了城乡
按相同人口比例进行选举，打破了
过去近60年城乡居民在国家权力
机关组成人员选举上“一人一票、
但同票不同值”的局面。35个选举
单位投票选举产生的近3000名全
国人大代表将和2237名全国政协
委员齐聚北京共商国事。

各种社会热点问题将在两会
上求解，而所有热点焦点问题也须
通过会场内的人最终实现解决。我
们关注他们，就是关注我们自己，
关注，也是我们参与政治的一种方
式。

那些穿过

“部长通道”的人
截止到2月23日上午10时，人

民网与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进行
的2013两会网络调查有超过72万
人参与，社会保障、反腐倡廉、收入
分配话题位居热点问题前三。

在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
析师庞胡瑞看来，两会虽然还没开
始，但反腐、环保、医改、教育、社保
等领域无疑将会是今年两会的热
点，高层领导也会有所回应。

实际上，十八大之后，新一届
中央领导人已经频频就民众关心
的改革、反腐等议题表明立场。习
近平强调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
智慧深化改革”，李克强则多次公
开论及“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要通过改革让百姓受益”。反腐问
题上也一直重拳出击，四川省委副
书记李春城等一批高官因违纪落
马。三个多月来，据不完全统计，至
少27名厅级以上干部被处理。

这次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当选
全国人大代表在意料之中，他们在
两会上的一举一动必然牵动着公
众的神经。庞胡瑞认为，反腐肯定
是两会的一大看点，“甚至可以大
胆假设，在两会之后会形成一个关
于反腐的纲领性的共识”，而纪检
系统那些在反腐问题上有重要话
语权的人无疑会被置于耀眼的闪
光灯下。

具体到医疗改革、收入分配、
房价、环保、高铁、食品安全、户籍
改革等关乎国民生计的问题，各部
委的掌门人、国家政策最高级别的
实际执行者们势必要给民众一个
清楚的答复。

根据多年来上两会的记者介
绍，人民大会堂北门通道约百米的
红毯被记者们称为“部长通道”，自
2008年于此设立集中采访区以来，

每年都是媒体鏖战的场所，因为大
人物们在这里说出的只言片语，都
可能传达出重要的政治讯息。而在
穿越此通道时，哪个部委的掌门人
被围堵得最严实，往往也代表了媒
体风向和社会舆论动向，以至于一
些“经验丰富”的部长对记者们的
热情心有余悸，特意绕开这个通
道，从更隐秘的通道入场。

不过，无论如何，公众都希望
这些核心部门的掌舵者们说上几
句。去年两会上，环保部长周生贤
在控制氮氧化物问题上做了“自我
批评”，其诚恳被外界称道。今年，
关于PM2 . 5爆表、灰霾天气、地下
水污染等问题将等着他继续回答；
此前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进
行的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结果迟
迟不予公布，或许届时可以问问国
土资源部长徐绍史；一直因争议不
断搁浅的怒江水电开发如今重启，
个中缘由水利部长陈雷来解答最
为合适。

除了外交部、发改委、环保部
等热门，庞胡瑞还预测，国家能源
局这个冷门也会因为越来越高的
油价以及油品质量而在今年两会
上成为热点。

此外，中央机构的人事变动也
会备受关注。周小川的去留一直被
人热议，而铁道部长盛光祖和财政
部长谢旭人已经分别在江苏、河南
当选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当了
人大代表，显然就不能继续当部长
了。”《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分
析时说。总之，公众的疑问很多，而
在“部长通道”上，可以尽情将积攒
了一年的问题抛给大人物们。

回避不了热点的

地方大员
跑过全国两会的记者往往感

慨，平时很难采访到的官员，在两
会上都能轻易“逮着”，这些官员们
甚至丝毫不回避一些敏感问题。

梳理全国人大代表的来源和
身份，官员是个庞大的群体，他们
的声音不容忽视。一般来说，各省、
市、自治区的书记、省长(市长、主
席)、各地级市的市长是全国人大
代表，省、自治区内重要的副职或
重要职能部门的一把手往往也会
是全国人大代表。

如此多的官员密集出现在两
会上，对媒体来说自然是个机会，
这些官员也愿意去配合媒体，将两
会当做地方政府发声的重要阵地，
甚至就区域内的热点事件做出回
应。

去年两会上，重庆代表团的开
放日一度吸引了超过500名记者，
如今薄熙来事件已经进入了司法
程序。重庆市长黄奇帆说，重庆如
今正努力消除薄熙来、王立军案件
的严重影响。外界一直在关注重庆
的动向，想必今年的重庆团也不会
冷清。

也是去年两会上，针对三鹿事
件问题官员的复出，河北省委书记
张庆黎回应道：“任用干部不能一
棍子打死，不能看一时一事，还要
发挥他的长处和特点。三鹿事件过
去好几年了，一些同志受到处分，
现在安排工作是正常的。”今年两
会上，张庆黎可能得再次回答相同
的问题，因为因三鹿事件被免去河
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职务
的吴显国最近出任了河北农村工
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一年来全国的热点事件很多，
刚刚转正的山西省长李小鹏治下
的山西从去年底开始发生了一系
列安全事故，“12·25”山西吕梁山
隧道爆炸事故、“12·31”长治苯胺
泄漏事故、“1·7”阳煤集团瓦斯事
故……这再次引发外界对“晋官难
当”的感慨。除了要面对官场与煤
产业间错综复杂的生态，还要解决
煤电的关系，并让山西走出产业转
型的困局，李小鹏的山西之治肯定
会在两会上受到关注。

热点事件发生地的官员到北
京来了，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比如
参与处理去年年初乌坎事件的广
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肯定也会成
为两会上的热点人物。庞胡瑞说：

“说到底，我们关注热点人物，就是
关注人物背后的事件，也是关注老
百姓关注的事件。”他觉得，像宁
波、什邡等地代表着一类型的污染
问题，还有各地的矿难，民众都希
望这些地方的主政者在两会上做
出回应，“可以想到，很多地方领导
会在两会上面对这些问题。”

两会上往往还有一些地方官
员因为主政的地域而引人瞩目，比
如一直以来颇受关注的治疆、治藏
话题，将把努尔·白克力、洛桑江树
等人推到镁光灯下。

仕途耀眼的

政治新星
此次两会处于换届之年，代表

委员中的许多官员在十八大之后
因为仕途升迁而跃入公众视野，他
们的履新在两会上也会受到关注。

查看官员们的年龄谱系，“60
后”省部级官员开始进入政坛的主

流。据不完全统计，现任“60后”省
部级(包括副省级)干部一共200
位，在未来五到十年，他们的理念
和风格将深刻塑造地方治理的特
征，他们中的不少人也将会进入更
高层，进而影响中国未来的走向和
命运。

胡春华、孙政才已经从“60后”
政治群星中脱颖而出，双双入选政
治局委员，并在去年底调整到了新
的岗位，备受瞩目。胡春华个人前
途问题一直在两会上被人追问，但
胡春华往往避而不谈。孙政才在接
替张德江出任重庆市委书记后，被
外界寄望在重庆“开拓新局”。已经
在农业部长、吉林省委书记两个正
省级岗位上历练过，孙政才主张不
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将重庆的事办
好。而他一向都能自信坦诚地面对
媒体，不讲官话，相信这位农学博
士出身的官员会继续在两会上引
起媒体的兴趣。

在邓聿文看来，“60后”官员是
现实主义者，强调社会稳定和经济
发展，但骨子里又追求改革，特别
是对渐进改革情有独钟，对他们施
政方式的关注，将是对中国社会未
来的关注。此次，胡春华和孙政才，
他们的履新表现将是外界关注的
话题。

除了胡春华、孙政才外，还有
张庆伟、陈敏尔等6位省部级正职

“60后”干部，他们也将以其年轻、
高学历、有实践经验等特点在两会
上引起关注。对整个“60后”官员群
体，邓聿文认为他们在中国政坛活
跃的黄金时间是在十八大后的30
年里，而这一时期是中国崛起的关
键阶段。

相比“60后”，庞胡瑞则建议在
两会上关注一下崭露头角的“70
后”官员，因为“‘ 6 0后’相对谨
慎，讲的大方向会相对多一些，
而‘70后’进入官场也10年以上
了，作为地方的一把手二把手或
次重要的领导，也很有实践经验
和发言权，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坚
定拥护者，理念可能更新锐一
些，不会拘泥守成。”至于更新的

“80后”，他觉得他们还“无法把握
议题设置的方向”。

不同时期的学习和工作经历
会影响官员的执政风格，而他们的
施政方式则直接反馈于社会。除以
年龄划分外，还有些官员以鲜明的
风格受到社会关注，这些个性官员
也会在两会上成为热点，譬如刚刚
调任太原市长的耿彦波，不出意外
的话，会在下个月的北京被问到造
城的话题。

（下转B02版）出品：深度工作室 编辑：韩适南 美编：罗强 组版：颜莉 读者报料邮箱：shendu@qlwb.com.cn

2013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这次两会除了有着换届的看点以外，

更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希望和新的期盼。民众的期盼寄托在代表委员

们的身上，寄托在制度的建设与变革上。关注谁？关注什么？在两会

召开前，本期特别为您梳理其中的人物看点与制度观察，希望我们

在两会上看得更远，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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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粉丝团”的担忧 副区长“豪宅”被曝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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