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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话题：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

截至 3 月 2 日，25 个调查项目结果显示，
“收入分配”的关注度稳居第一，在榜单上遥遥
领先。“住房保障”“食品安全”“养老服务”“教育
公平”“污染防治”等民生关键词也在榜单上居
高不下。

这些民生话题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
关，也是人民群众获得感最现实、最直观、最迫
切的一些领域。

“收入分配”这一话题在榜单上的火热，从
侧面反映了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
大成就，为老百姓收入提高带来了更多的期盼：
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人民群众在改革发展中的获得感显著增强。脱

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低收入群体收入
加快增长，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

2017 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我国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
体。虽然全社会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但迈向
“橄榄型”分配结构仍有发力空间。

十九大报告在对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进行描述时，提出“中等收
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的目标要求。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也就意味着要努力
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意味着脱贫攻坚要加
快步伐。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走遍全国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走访农家、社区、养老院，耐心询
问民生关切……

一个个民生诉求也正是总书记最关心的
事情。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不断让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是习近平
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也是习近平一直心心
念念的大事儿。

金融监管：守护大家的“钱袋子”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在榜单上位居前列
的还有“金融监管”，与民生最热点话题“收入
分配”并驾齐驱。

随着“资产配置”理念深入人心，理财产
品走进千家万户，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已经和
“高冷”的金融有了亲密接触，但民众的金融
风险防范意识尚有不足，一些金融机构铤而
走险、打监管擦边球，甚至直接破坏法律法
规；社会上各种金融诈骗案时有发生；一些
资本“炒家”在资本市场兴风作浪，损害投资
者利益……“金融监管”因此而成为热门话
题，其背后反映了人民群众对金融安全的关

切。
金融安全关系着大家的“钱袋子”。防范

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就是守护大家的
“钱袋子”。

2017 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维护
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习近
平就维护金融安全提出 6 项任务，任务之一
便是加强金融监管。

加强金融监管是为了维护百姓权益，也
是为了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切实把维护
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
实把金融工作做好。”

“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点明了金融安全
关系到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和国家安全战略格局。

同年 7 月，习近平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上指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
作的永恒主题。”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健全金融
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
线”，进一步为强化监管指明了方向。

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金融
稳，经济稳；金融活，经济活。

扫黑除恶：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25 个热点话题中，“扫黑除恶”进入榜单
前三甲。

2018 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
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在全国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细心的读者发现，已经开展了十多年的
“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现在变成了“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

一字之变，体现了中央对这项工作的重
视程度前所未有。

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绝不能让黑恶
势力的存在成为一块“短板”。可以说，扫黑除
恶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行动，是确
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
安的关键一役。

“发展是硬道理，稳定也是硬道理，抓发
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习近平历来十分重
视安全工作。

五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着力建设平安中国，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
意度显著提升，为决胜全面小康营造了安全
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是改
革发展的基本前提。”习近平强调。当前，改革
已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发展面临矛盾交织、
风险隐患增加等多重挑战，对社会治理提出
了更高要求。

这次“扫黑除恶”是从夯实党的执政根
基、巩固执政基础、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维护
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在更大范围内，更全
面、更深入地扫除黑恶势力，用实际成效增强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百姓的关切，就是总书记的牵挂。总书记
的心，同人民群众紧紧相连。

(新华网记者张敏彦)

老百姓的心声和习近平的关切
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
启下的关键一年。早春三月，对
十九大后首次全国两会，人民
群众更加迫切地期盼“获得
感”。

新华网“两会热点调查”结
果表明，网民关心的民生话题
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心心念
念的大事儿，百姓的心声与习
近平的关切高度契合。

中国进入一年一度的两会时间。
新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来自不同的地

区、不同的领域。他们中既有图书馆的工作人
员，也有来自农村油菜地里的“农民科学家”。
他们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化为一份
份议案和建议，认真履职。

新代表的新征程：汇集民意，履职尽责

扫描二维码，观
看《 新代表的新征
程：汇集民意 履职
尽责》视频报道。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协商民主是实现
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如何理解协商民主的“特有”和“独特”？
四个关键词告诉你。

四个关键词理解协商民主

扫描二维码，观
看《 如何理解协商
民主的“特有”和“独
特”》动漫评论报道。

扫描二维码，参
与“新华网·2018 两
会热点问题调查”。

新华社成都 3 月 3 日电(记者吴文诩)3
月初，川西南小凉山区马边彝族自治县乍暖
还寒，初吐芬芳的山桃和油菜花正昭示着春
的活力。田间地头忙着春耕的彝族老乡，衣衫
上大多绣着色彩浓烈的彝绣，与春花相映成
趣。

作为马边彝绣发展的领军人物、马边县
首个刺绣专业合作社创办人，今年 37 岁的乔
进双梅在新年伊始又多了一个新身份——— 全
国人大代表。为进京参加两会四处调查、征集
建议，成了她日常最重要的工作。

彝绣历史悠久，以红、黄、黑为原色，技法
粗犷、色彩浓烈，彝族妇女几乎人人从小学
习，而今更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独门法宝”。

“我是一名普通劳动妇女，如今被选为全
国人大代表是对我的信任。我必须为千年彝
绣文化、为少数民族地区老乡‘代言’。”乔进双
梅告诉记者，春节前后，她跑遍了马边县大部
分乡镇、村，实地收集老百姓对传承彝绣文
化、壮大彝绣产业助力脱贫攻坚的想法。

出生在马边县高卓营乡的乔进双梅从小
“绣资”出众，18 岁就享誉马边县。而“让彝绣
走出深山”“让彝族妇女通过彝绣脱贫致富”，
一直是乔进双梅的梦想。

随着国家脱贫攻坚政策的深入推进，她
的“彝绣梦”在当地打造脱贫攻坚彝绣产业的

构想中找到了机遇。2015 年，乔进双梅等 5
人成立了马边县首个刺绣专业合作社———
“马边花间刺绣”，专业生产彝绣服饰、手绣工
艺品等。

乔进双梅说，马边的彝族妇女基本都在

家务农，纺绣只为家用，收入有限。从 2015 年
底，乔进双梅带队走村入户开展义务培训，每
次培训 10 天，县妇联每天每人补助 20 元生
活费。此外，合作社还负责回购培训期间的半
成品。

即使这样，最开始大多数农村绣娘还
是不愿意接受培训，纷纷表示没有多余时
间参加，挣钱还得靠种庄稼、喂养牲畜。

马边县袁家溪乡老畦云村 32 岁的司
睹哈干曾是贫困户，自己患有哮喘病，还要
供两个小孩读书，家境困难。乔进双梅了解
到司睹哈干有刺绣基础，通过几晚上的反
复开导，才说动她答应参加培训。如今，培
训上岗后的司睹哈干在镇上开了一家彝绣
实体店，一年收入好几万，实现了脱贫。

“一花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
乔进双梅说，马边花间刺绣专业合作社成
立至今，仅三四年时间，就带动周边 168 名
绣娘实现居家就业，年人均创收达 8000 元
以上。

今年全国两会，乔进双梅将提交关于
支持少数民族妇女创业的建议。“未来合作
社要把凉山的贫困妇女带动起来，实现居
家就业，也希望国家有更多的相关支持政
策出台。”乔进双梅说。▲▲乔进双梅（右二）在指导绣娘们刺绣。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刘刘坤坤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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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新华社客户端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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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新华社北京 3 月 3 日电(记者郑良、王
成)全国人大代表、“85 后”畲族女孩雷金玉是
一名“村官”。3 年前，大学毕业不久的她放弃
了在厦门待遇优厚的工作，回到老家福建省
福安市坂中畲族乡后门坪村当上了村主任。

3 年来，她和畲族乡亲们一起，发展特色
农产品种植，拓宽产品销售渠道，解决村民就
医、小孩上学等难题，保护传承畲族文化，村
民们的生活越过越好。

后门坪村位于闽东偏远山区，7 个自然
村星星点点分布在半山腰上，村民的田地都
是稀稀疏疏的梯田。土生土长的雷金玉，对家

乡旧面貌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交通不便。“十多
年前，小孩子到镇里上学，得在泥泞的山路上
走上两个多小时。”雷金玉说，“落后的交通阻
隔了村民与外界的联系，脱贫致富也迟迟找
不到门路。”

近些年来，各级政府对于农村交通建设
的投入不断增大，村通向镇的水泥路打通了，
7 个自然村都有了硬化水泥路，汽车可以开
到家门口。村民种植的茶叶、甘蔗、花生等特
色农产品直接运到外地销售，收入稳步增加，
2017 年人均收入达到 1 . 4 万多元。

“这些年村里变化可大了，有了保洁员，

镇里有人每天来村里运垃圾，道路干净整洁
了，道旁一幢幢新建的三层小楼拔地而起，
村民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谈起畲乡的
变化，雷金玉眼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

不过，在雷金玉看来，像坂中这样的偏远
畲乡要真正实现振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
最为紧迫的莫过于人才的缺乏。“大多数年轻
人还是在外打工，人才不好引进来，也留不
住。”雷金玉告诉记者，村里的农产品品质好，
很受欢迎，但还是“养在深闺人未识”，销售渠
道有限，中间渠道多，去年以来，她自己通过
电商销售村里的茶叶、蔗糖、药材等农产品，

价格比收购商高了一倍。
雷金玉告诉记者，她一直想组建村里

的电商销售团队，但由于人才缺乏，一直未
能实现。通过环境提升、产业发展，吸引更
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是摆在雷金玉面前
的一道难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特别是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
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让雷金
玉很振奋，她说：“期盼更多年轻人投身农
村，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
值。”

“人才引不进来，好产品卖不出去，我很着急”

“我的梦想是‘让彝族妇女通过彝绣脱贫致富’”

青春绽放乡村致富路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崇阳县白霓镇大市村党支部
书记程桔是村里走出去的女大学生，2013 年华东交通
大学毕业后在广州工作。2014 年，她放弃高薪工作回
乡参加选举，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程桔把青春
绽放在大市村，赢得了乡亲们的认可点赞。

她说希望能让更多的代表委员看看大市村的旅
游发展规划，让他们为大市村的旅游发展出出主意、
提提意见。

扫描二维码，观看《青春
绽放乡村 致富路上笃行》视
频报道。

给井口“治病”的女强人

全国人大代表、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管理处第二
道排养护管理所水道三组组长王润梅是山西太原唯
一一支女子清掏组组长。白皙面庞，纯净笑容，让人很
难联想到她的工作是整日在外，给臭气熏天的井口“治
病”的市政工人。她说：“这次去参会，围绕我的本职工
作，带的是关于水污染防治方面的一些具体建议。”

扫描二维码，观看《回家
路上的“等雨人”》视频报道。

用砖石砌筑美好生活

邹彬，全国人大代表、中建五局总承包公司项目
砌体质量员。他是出生于湖南新化贫困山区的“95”
后农民工，中专学历。

“我从农民工中来，我了解我们这个群体，里面有
很多有才华的人，他们希望有机会被发掘，获得展示的
平台，得到更好的培训，赢得尊重和认可。”他说。

扫描二维码，观看《用砖
石泥瓦砌筑美好生活》视频报
道。

把渔民声音带上两会

王书茂，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海南省琼
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纪检委员。此次参加全国两
会之前，王书茂深入到渔村、渔民之中，了解大家关注
的问题，希望将大伙儿的需求和建议带到两会上。

扫描二维码，观看《“船老
大”将渔民声音带上两会》视
频报道。

代表委员村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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