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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通民心，道民意。3月 4日下午，2023 年全国

两会首场“委员通道”正式开启。
自 2018 年全国两会首次开启“委员通道”

以来，通过通道采访的形式，邀请来自不同界
别、不同领域的全国政协委员与中外记者“近
距离”接触，回答社会关心的话题，展现委员风
采已成为两会的常设环节。

时隔3年，“委员通道”采访形式从网络视频
连线、隔屏提问，再次回归现场面对面交流。八位
委员走到话筒前，接受媒体的集体采访，讲述心
愿和心声，传递温暖与希望。

一起见证活力四射的中国一起见证活力四射的中国
——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采访活动综述

本报记者 吕巍

3月4日下午，全国政协十四届一
次会议在京开幕，备受关注的新界别
——由85名委员组成的“环境资源界”
首次亮相，引发广泛关注。

这是 30 年来全国政协界别的一
次重大调整。

1954年，二届全国政协设立29个
界别，其中包括具有特定历史印记的合
作社界别；1978年，五届全国政协取消
合作社界别，增加体育界别；六、七届全
国政协分别增加了中华全国台胞联谊
会和港澳同胞界别；1993年，八届全国
政协为顺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需要，
增设经济界，并将港澳同胞分为香港同
胞和澳门同胞，达到34个界别。此后
30年，虽有个别名称上的调整，但全国
政协界别数量一直保持在34个。十四
届全国政协增设“环境资源界”，将“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华全国青年
联合会”合并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仍为34个界
别。从全国政协成立以来界别发展历

程可以看出，每一次调整都有其时代背
景、战略考量，是顺应党和国家中心工作、
科学履职的必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不同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重要变化，
扩大了政协的包容性和代表性，充分体现
了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重要意义和
作用。科学设置、调整和优化界别，有利
于人民政协更好发挥代表性强、包容性
大、联系面广的特色和优势，有利于充分
体现人民政协的统战组织属性，更好发挥
人民政协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独特作
用。中共中央对人民政协界别设置高度
重视。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
政协工作的意见》指出，要“研究并合理设
置界别，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2015
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建设的意见》提出，“在条件成熟时对政
协界别适当进行调整”；2019年，《中共中
央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
的意见》再次提出，要“优化界别设置，增
强界别代表性，更好反映各界各方面愿望
诉求”。这些重要意见为人民政协界别设

置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进入新
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
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将其纳入“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中
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
划发展”。随着我国进入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阶段，环境资源成为必须高度重
视、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也对人民政协
履职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把一定数量
的环境资源领域的党政领导干部、专家学
者纳入政协组织，增设“环境资源界”，既
是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充分发挥人
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内在需要，可
谓应时而变、顺势而为。85名环境资源界
委员已经作好准备、整装待发，相信他们
一定能不负时代所托、人民所盼，充分发
挥界别优势和专业所长，用实际行动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在履职舞台上带来全新的气象，绽放
夺目的光彩。

界别调整 因应时代
本报记者 孙金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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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历史展
览馆馆长吴向东：

让红色薪火代代相传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自 2021 年 6 月

18日正式开馆以来，已接待社会观众150余
万人次，社会团组 5000 多个，其中 1/5 都是
青少年。

孩子们走进党史展览馆的展厅，都会主动
到英烈展板前学习、致敬。每当讲解员深情讲
述到赵一曼烈士的诀别信时，大家听了无不为
之感动。许多青少年在参观党史展览馆之后
都写下留言，表达了“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
青春誓言。

党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学党史、悟思想、立志
向的重要阵地，成为首都红色新地标。

未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将从三方面
引导青少年学习党史：一是把看展览和思政课
结合起来；二是要坚持守正创新，用好新技术、
新手段，提高看展览的参与性、互动性；三是要
以仪式感来增强使命感，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
的第一粒扣子，做新时代奋发有为的青少年，让
红色薪火代代相传。

■■全国政协委员，吉利控股集团董事
长李书福：

新能源汽车的明天会越来越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国、

消费国，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出口量最大的汽
车出口国。中国去年出口了新能源汽车67.9
万辆，同比增长120%，而且中国连续8年新能
源汽车的产销量居全世界第一。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工业发展具有几个特
点：第一，战略非常清晰，方向很明确，目标也很
具体；第二，执行、推广、实施非常严格，很有序，
管理得很好；第三，中国新能源汽车始终围绕着
绿色、环保、节能、可持续这样一个生态链的体
系性在建设。

由于规模不断扩大，技术质量不断提高，成
本也在不断下降，用户的消费体验越来越好。
我们很有信心，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明天会越来
越好。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型号总设计师唐长红：

航空报国、不负重托
今年正好是大型运输机运-20服役第十

年。十年来，从科研试飞到服役，运-20经历了
一系列严格考核和特别任务，从抗疫救灾到国
际人道主义援助，它的脚步遍布我国大江南北，
远赴亚洲、欧洲、大洋洲，提升了国人志气、彰显
了中国力量。

我亲历运-20飞机的研制，5年首飞、8年

交付，这样的奇迹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奇迹的背
后是自立自强，自主创新。

我们想争一口气，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想用就有，想干就能。去
年C919大型客机正式进入航线，结束了中国蓝
天上只有国外干线客机的历史，这体现了国家意
志与人民的希望。去年珠海航展，展示了大型水
陆两栖应急救援飞机AG600，中国大飞机的家族
不断壮大。

在打造大国重器的征程上，我们的探索不会
停止，航空报国、不负重托。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兼职副主席、
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委员蒙曼：

越是科技发展，越要重视读书
怎样形成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首先要在心

里解决“我要读书”的问题，以自己觉得最合适的
方式阅读起来，然后在阅读中结交朋友，也在阅读
中带动他人。

国家一直在大力推动全民阅读，阅读产品也
越来越丰富，我相信有这样的动力和基础，加上耕

读传家、诗礼传家的好传统，再加上我们每个人的
参与和推动，一定能够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的浓厚社会氛围。到那时，中国人的精神会更丰
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会有更深厚的基础和更
强大的动力。

现在已经是春天了，古人说得多好，“读书之
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希望我们的向学之
心和春草一样蓬勃生长，更行更远还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
戴斌：

中国护照含金量越来越高
旅游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刚刚

过去的这个春节有组数据刷屏了，国内出游人数
达到3.08亿人次，创造了3758亿的旅游收入！

前不久中国和马尔代夫签署了互免签证的协
定，目前我国已经与150个国家签署了互免签证
协定，可以说中国护照的含金量越来越高，说走就
走的旅游目的地也越来越多。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断丰富自己，提升自
己，正在成为当代年轻人的全新选择。随着“00
后”入场和适老化的加速，中国的旅游正在进入个
性化和多样性的时代。

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从黄山到
黄河，去欣赏山河壮丽的中国；从《诗经》到《红楼
梦》，去读懂风雅多姿的中国；从大兴机场到港珠

澳大桥，去见证民族复兴的中国；从广场舞到自驾
游，去感受人民幸福的中国。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
华山医院教授张文宏：

走出疫情，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三年来，我们能取得抗击新冠疫情的伟大胜

利，要特别感谢人民群众的付出，特别是大家对医务
工作者的理解，这场胜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现在我们进入疫情舒缓阶段，这个阶段也是
我们国家继续强化基层卫生体系的一个非常好的
时间点。未来，我们要打造一个平急转换、张弛有
道、双管联合体系，特别是三级医院要赋能社区医
院，要有分级、分层、分流，只有这样，整个社区基层
的医疗卫生体系才会有弹性、有韧性。只有这样，面
对可能存在的公共卫生挑战，我们才能有更有信心。

■■全国政协委员，商务部国际贸易
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

“一带一路”体现中国的格局和担当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以共建“一带一

路”为依托，中国在国际合作方面不断开辟新路
径，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如今，中国已经与151个国家、32个国际组
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与
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额翻了一番，对沿线国家的
直接投资增长了80%。

回首这十年，“一带一路”建设始终保持旺盛
活力。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到2030年，“一带一
路”倡议有望帮助全球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使
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
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全世界。共建“一带一路”
体现了中国格局、中国担当和中国贡献。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理
事杨洋：

国家推行的康复和融合教育取得巨大成效
我是一名重度听力残疾人，听不见，听不清，

导致我无法矫正自己的发音。听力残疾是一种隐
性且容易被误解的残疾，就像有一面透明的玻璃
墙，隔断了听力残疾人和其他人之间的连接。

好在我们生活在新时代，这些年来，助听辅助
和信息无障碍环境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国家推行
的康复和融合教育取得巨大成效，“十聋九哑”已
渐成历史，绝大部分听力残疾学生在普通学校接
受随班就读、接受融合教育，“玻璃墙”正在一层一
层被打破，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被光照耀的我们，也能成为光照耀别人，被别
人需要。我们自己发声，参与推动无障碍环境建
设立法，为社会作出贡献。我们希望能够共同努
力，让这个社会更加包容，更加美好，更加适合所
有人沟通和居住。

（本版委员图片由本报记者贾宁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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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通道委员通道

吴向东吴向东

在首场“委员通道”集体采访活
动现场，我被“一束光”感动了。这
束光，最初源自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残疾人联合会理事杨洋。

“也许你们已经听出来我的发音
有点不一样。是的，我是一名重度听
力残疾人，听不见、听不清，导致我
无法矫正自己的发音……”杨洋委员
是最后一个答记者问的，她一字一句
慢慢讲述着，努力让表达更清楚。

今年的“委员通道”没有了大屏
幕相隔，媒体记者可以面对面和委员
们对话。虽然我站在后排，但依然能
很清楚地观察到每一位委员的表情细
节，感知到他们声音背后的力量。

回顾过去，杨洋的每个求学阶段
都经历了从“不收”到“试读”的过
程，她上课时紧盯着老师的嘴看，久
而久之，就学会了看口型。随着近年
来助听辅助和无障碍环境的发展，以
及国家大力推行的康复和融合教育，
杨洋收获了学业上的成就，而在她的

群体中，还产生了两位博士后、近
20位博士，有的还去了海外留学。

更重要的是，跟过去相比，现在听
障人士的就业渠道已经有了很大的变
化。比如，快递员、医生、律师、公务员，
等等，很多行业都有残障人士的身影。
他们也有权利去发声、去呼吁。比如，推
动无障碍环境建设立法。他们希望这个
社会更加包容、更加美好，更加适合所
有人的沟通和居住。

“被光照耀的我们，也能成为光
照耀别人、被别人需要！”说到这
儿，杨洋的声音有些哽咽。

那一刻，我感觉对面的她就像一束
光，无声无息地闯入我的心房，散发着
暖意。我想，是不是正在收看直播的观
众们应该也在被“这束光”感染着……

突然，当我看到站在杨洋身边的
其他委员时，我又恍然顿悟：如果
说，像杨洋委员这样没有被命运眷
顾、却依然乐观笑对生活的残障人士
是“一束光”，那么，通道上的其他

委员们，不也是一束束光，用自己所能
去照耀他人、去传递信心信念、去引领
前进的脚步吗？

比如，在通道上第一个答记者问的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馆长吴向东说，要让党史展览馆用好新
技术、新手段打造沉浸式的体验项目，
让孩子们在庄严神圣的殿堂里理解共产
党人的奋斗和奉献，感受新时代的自豪
与荣光；再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
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型号总设计师唐长
红告诉我们，国产大飞机家族还在不断
壮大，在打造大国重器的征程上，航空
科技工作者的探索不会停止；还有疫情
期间多次“发声”的国家传染病医学中
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教授张
文宏，此次他以新委员的身份站在记者
们面前，告诉大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医生承担了繁重艰辛的工作，他们是
我们走出这波疫情的非常关键的一个力
量，要继续强化基层医疗卫生体系……

站在通道上的委员们认真讲述着自己
的故事、身边的故事，他们每个人都是独
立的个体，都是一束光芒。他们因为全国
两会凝聚在一起，用一束光点亮更多的光
——于是，变成了漫天星辰，璀璨耀眼，
映照未来。

原来，他们都是那束光
本报记者 刘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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