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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A07

代表委员“吐槽”折射“硬骨头”难啃

简简政政放放权权谨谨防防““并并发发症症””

全国两会期间，根据
近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发布的“2015全国两会代
表委员关注‘十大热词’
榜”，“简政放权”以5 . 42
的传播指数排在“深化改
革”、“经济发展”、“一带
一路”之后，排名第四。这
从新华社发稿的频率中
也得到印证，从2月28日
至3月12日，“简政放权”
相关稿件已经有14篇，平
均每日1篇。

关注度高的背后是
代表委员的期待，过去一
年简政放权、权力清单等
行政体制改革步步深入，
动真招出实招，用权力的
减法不断换取市场活力
的乘法。但另一方面，改
革推进出现的“并发症”，
类似放权“躲猫猫”、放下
去接不住、放了权不作为
等，使得简政放权成为两
会上代表委员热议焦点,
表明这项改革进入到“啃
硬骨头”的阶段。

两会锐观察

本报特派记者 喻雯
3月12日发自北京

“农村现在30岁以下的，还
有几个种地的？未来谁来种地？
谁来种好地？”12日，全国人大
代表、山东登海种业董事长李
登海谈到农村问题时提出了这

样的担忧，他认为，在新形势
下，如何吸引人才回流到农村
尤为重要，要通过培养新型职
业农民打造职业化的现代农业
大军。

什么是新型职业农民？李
登海说出了三个最基本的标
准：掌握科学的农业知识、掌握
农业机械化的应用水平、懂得
农业信息化。“既然现代化的农
业对农民提出了新的要求，新
的培训就得跟上。新型的农民是
需要用知识和技术来培养打造
的。”李登海建议，除了本村的农
民，像一些农业院校毕业的专业
人才也将是重要的人群，国家

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吸引人
才真正在农村“待得住，待得
久，真正发挥知识的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平
邑县天宝山镇九间棚村党委书
记刘嘉坤对此深有感触，他也
赞同职业农民的教育培训。此
外，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回到农
村创业，国家可以在贷款、土地、
税收等政策上给予优惠支持。

“这样高端的职业农民多了，对
提升整个农民群体的知识和技
术将起到很大的带动作用。”

“我们村正在做电子商务
服务站。”刘嘉坤讲起了村里的
创新经，他们通过与中国供销

社合作，向村民提供科学的配
土配方施肥，农民可以把这种
科学种植的农产品经过专业的
质量监督体系把关后，再通过
电子商务售向城市社区的配送
点。

全国人大代表、滕州市张
汪镇大宗村的党总支书记宗成
乐认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
营。这是未来新型农民的综合
素质。他认为，农民只有利用市
场规则来实现利润最大化，才
愿意把从事农业作为固定乃至
终身职业，这样也就可以根本
上解决“谁来种地、谁来种好
地”的普遍难题。

2013年，我省招远市40名农民
成为全国第一批被认证的“职业农
民”，这批“持证上岗”的职业农民，
将优先享有国家、省、市有关部门新
增专项农业补贴，获得更高标准社
会保障、金融信贷等政策支持。从
此，“农民”这个词语不再是户口本
上的身份，而成为三百六十行中的
一种职业，这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
有着里程碑意义。

代表素描新型职业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

““新新农农民民需需用用知知识识和和技技术术培培养养打打造造””
相关链接

何谓“职业农民”

代表委员关注十大热词中排名第四
“简政放权”有多热，从两

会期间新华社的一系列前瞻稿
件就能感受到，两会召开前的2
月28日，以一篇“简政放权成绩
单为啥仍‘不解渴’”发问为开
端，到“深改关键年需要拆解哪
些‘硬骨头’”，“简政放权”作为
两会热词，平均每天都有1篇左
右的稿件。根据不完全统计，截
至3月12日，新华社已经刊发相

关稿件14篇。
在全国两会期间，根据近

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
“2015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关注
‘十大热词’榜”，“简政放权”以
5 . 42的传播指数排在“深化改
革”、“经济发展”、“一带一路”
之后，排名第四。

从探讨这个话题的代表委
员身份来看，从国家领导人到

基层官员，从省部级官员到民
营企业家、专家都有涉及。

8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广
西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简政放
权“既要放也要接，‘自由落体’
不行，该管的事没人管了不
行”。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
要“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
革力度”。

“红顶中介”让企业负担不减反增
原来由中央、省级掌握的

权力下放到地方上，或者干脆
取消了以后，基层能否“接得
住”、如何避免“一放就乱”也
是两会上代表委员热议的问
题。

“现在都说简政放权，但
我觉得做得不够好。我开一个
小小的足浴店，盖了至少十个

章。”全国人大代表、“最美洗
脚妹”刘丽说。

全国人大代表、济南圣泉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唐一
林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简政
放权要根据国家发展总体需要，
在把事情办好的前提下放权。

“有些权利从省下放到市，从市
下放到县，但县里因为没有专

业化的干部队伍，拿着一堆的
审批权不知如何用。”

近年来，随着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的推进，各地政府大力
减少审批事项。然而一些地方
的“改革红利”却让中介机构
截留。“红顶中介”乱象导致一
些企业负担不减反增，也成了
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2014

年5月20日，
天津滨海新
区行政审批
局正式挂牌
启用，对外
办公。（资料
片）

“路少跑了

但事更不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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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对应当放给市场和社
会的权力，要彻底放、不截留，对上级
下放的审批事项，要接得住、管得好。”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要接得住、管得
好”的表述，在代表委员中间得到了很
好的响应。

全国政协委员、正泰集团董事长
南存辉表示，简政放权过程中存在“最
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问题。“最
先一公里”问题主要体现在；简政放权
仍不到位，在简政放权过程中存在着不
系统、不协调、不同步问题。部门之间、
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相互掣肘，你放我不
放、上放下不放；“最后一公里”问题则
主要体现在政策措施落实存在“中梗
阻”，政策措施在贯彻落实中被层层过
滤，能落实到民营企业的则少之又少。
某些处于执行层的工作人员过去是不
给好处不办事，现在是不吃不要不办
事，结果造成民营企业虽然“路少跑
了，但事更不好办了”。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认
为，审批制度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把
经济搞活，要给企业松绑。各级政府确
实取消很多审批事项，但企业感觉没
有松绑，并没有落到企业的实处。建议
下一步针对企业的审批事项先进行清
理，需要审批的公布出来，除此之外按
照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执行，不在
审批清单的即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
事项，企业可以放手大胆地干。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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