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公布的国民体质监测公报，北京仅排第
六。现在的孩子体重越来越重，力量越来越小。”

“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应该重视青少年
体质健康问题，并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增加相关表述。”

“如果能把学校周边宾馆饭店搬走，保证学校锻
炼场所，才是真正重视教育。”

——北京市人大代表蒋效愚

学生体质

昨日，市人大代表
蒋效愚在参加朝阳团分
组审议时表示，在青少
年 体 质 越 来 越 差 的 情
况下，应重视“青少年
体质健康”问题，并在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中 增 加
相关表述。

蒋效愚说，虽然政
府工作报告里提到今年
优先安排教育投入，市
级 财 政 安 排 资 金 增 长

20.7%，但对于北京青少
年体质问题一字没提。
去年公布的国民体质监
测 公 报 ，北 京 仅 排 第
六。现在的孩子身高越
来越高，跑得越来越慢，
体重越来越重，力量越
来 越 小 ，体 质 越 来 越
差。他认为，人才竞争
不单是思想道德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还包括
身体健康素质，没有第

三个素质，前两个都持
续不了。

蒋效愚建议，应把
“重视青少年体质健康”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教
育部门和学校还应该做
哪些工作，同时要加强
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和
投入，扭转青少年体质
状 况 堪 忧 的 局 面 。 他
说，北京教育资源丰富，
但 中 小 学 能 够 有 标 准

400 米 跑 道 的 能 有 多
少？特别是城区，学校
周边都占满了。没有条
件能不能创造条件？如
果能把学校周边的宾馆
饭店搬走，保证学生锻
炼场所，才是真正重视
教育。说起来容易做起
来难，一年不行，就多做
几年，不能因为难而维
持现状。

本报记者 汤旸

“重视青少年体质”应入报告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全面开展精细管理、服务
群众活动，实施环境秩序分级分类管理，提升重点大
街、重点区域。有代表认为，政府应该更多地去做好
市民身边的细节。

精细管理

市人大代表、副市
长洪峰亦表示，北京市
加强精细化管理的余地
很大。他坦言，上海城
市管理很多精细化的方
面比北京强，这位分管
教育的副市长以去年打
工子弟学校问题引起公
众很大反应举例，实际
该问题北京有些方面是
走在上海前面的，但有
的工作做得粗，以为把

一些需要停办的打工子
弟学校的学生算出大数
来，并从公办学校腾出
学位，安排好这些孩子
就可以了，但因为做工
作时不精细，惹起很多
对政策的误读，工作和
方案衔接不上又造成很
多矛盾。

他还以雨为例，下
雨被人说地铁成了水帘
洞，实际上是下水道隔

离有些草有些树被冲过
来，导致水下不去，而很
多城市都建了数字化管
理系统，很多街道、井盖
都能在指挥中心显现出
来，哪个地方井盖丢了、
哪个井盖被堵了，马上
显示出来，一两分钟就
指挥着去处理了。他认
为，这套系统作为首都
更应该建起来。

本报记者 杨华云

市人大代表王
玉梅认为：“这些重
点 提 不 提 都 可 以 ，
如 果 细 节 没 做 好 ，
每个人都能在周围
感 觉 到 。”王 玉 梅
说，她最近搬家了，

“经常早上上班时，
车被堵在地库里出
不 去 ，因 为 路 被 乱
停 的 车 堵 死 了 ，这
样的细节管理才是
我 们 最 需 要 去 抓
的 ，那 些 大 景 观 漂
亮也在其次。”

百姓身边事应细化管理

从“粗”到“细”提升空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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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代表、市财政局
局长杨晓超表示，去年限购
房子、车和首钢搬迁三大因
素对北京市经济和财政收入
影响比较大，但全年财政收
入之所以能完成，主要增长
在金融业、制造业、批发零售
业、服务业、计算机和软件
业。去年的政策性因素，比
如外资企业的城建税和教育

附加等增加了财政收入。此
外，前年年底楼市、车市热，
形成的税收都体现在去年 1
月的一次性收入，平时一月
份的财政收入大致在300亿，
去年 1 月收了近480亿，等于
多收了100多亿。上述几种因
素交织在一起，导致去年北京
在调控下，财政收入仍有比较
高的增长。

关注财政

针对2011年北京市人代会批准
的预算中财政收入增长9%，结果实
际增长27.7%，昨日，有代表质疑制定
预算目标的合理科学合法问题。

部门职能

市人大代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
教授王玉梅建议，政府在做决策时，在
考虑边界时，要充分考虑能做什么，而
不是收来多少钱就要做多少事。

“财政增收
为何能达27%？”

昨日，市人大代表、中国
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王玉梅在
审议时发问，人大批准了预
算 ，政 府 年 初 报 的 是 增 长
10% ，年 末 为 什 么 是 增 长
27% ？ 该 不 该 增 长 到 27%？
她说：“该不该收到 27%和你
能不能收到 27%这是两个问

题。”王玉梅表示，财政收入
增速中有一个合理、科学、合
法确定财政收入的问题，这
个增长过高。“我们可以理解
政府要做很多事，都需要钱，
需要很多财政支出，但收多
了、政府做多了，并不一定起
到好的效果。”

政策因素增加部分收入回应

市人大代表、市财政局
局长杨晓超认为，财政收入
构成政府的施政成本，施政
要花多少，相应地去收税，这
首先应该由政府职能决定，

“你是一个大政府还是小政
府，是一个无限责任政府，还
是个有限责任政府，如果是
个无所不管的政府，税收就
是多多益善，如果是有限政
府，税收就应该是有限的，不
是越多越好。”他表示，税收

多少应该根据公共政策确
定，中国恰恰在市场经济过
程中，政府职能没有界定好，
政府职能的边界到底在哪没
说清楚，而且现在政府职能
有扩大趋势，从管理体制上，
不仅管理到县，还要管理到
乡、村，从社会管理看，几乎
没有不管的，这样一个无边
界的职能，税收肯定是怎么
都不够花，根本问题还在政
府职能。 本报记者 杨华云

政府决策
应考虑“边界”

王玉梅从财政收入高增
长问题延伸到政府职能边界
的问题。“政府到底该做什
么？政府的定位到底该在哪

里？”王玉梅建议政府在做决
策时，在考虑边界时，要充分
考虑能做什么，而不是收来
多少钱就要做多少事。

无边界导致税收不够花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将扶持优秀民营文化企业

和中小文化企业加快发展，并完善财税、融资等产业
扶持政策，促进文化与资本深度对接。

文化产业

鼓励老国企“转型”文化产业
昨天，市人大代表

李爱庆建议，应当将发
展文化产业的主体加上

“国企”，鼓励国有企业
参与文化产业。

他说，实际上前两
年北京已经就此进行了

一些实践，比如将京棉
二厂闲置多年的老厂房
拿出来，保留原先的建
筑并经过修整加固，变
成了 100 多家文化创意
产业的企业用园，成为
了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

名片之一。
他表示，北京还有

很 多 可 以 利 用 的 老 国
企，具备发展文化产业
的条件。这些老国企作
为现有的资源，承载了
一定历史文化记忆，并

且原有的工业厂房、技
艺都可以保留。“比如焦
化厂、印刷一厂等，都是
长期闲置、利用率比较
低的，都可以发展文化
产业。”

本报记者 温薷

前日上午，北京市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开幕，市长郭金龙向大会作政府工作
报告。昨日，来自社会各界的北京市人大代表对报告中涉及的政府财政、政府职
能、精细化管理、学生体质等热点问题进行审议，提出建议和各自观点。

回应

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