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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记者林德韧、杨帆、
朱翃)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带来了一份提案，提案的内
容与“小篮球”有关。

小切口，大背景。在全民健身蓬勃发展、竞技
体育硕果累累的背景下，姚明把目光投向了一切
的基础——— 孩子们的兴趣。在两会期间，姚明接受
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对于篮球，对于体育强国
梦，他有自己的看法和解读。

姚明表示，“小篮球”其实不是一个新概念，在
欧洲、美国这一理念已经存在很久了，它本身还是
一种篮球运动，但是为了符合青少年身体条件发
展状况，制定了世界上相对统一的适合青少年的
标准：个头小一点，篮筐低一点，场地小一点，适合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

“使更多的孩子可以在自己身体还没有完全
成熟的时候接触到篮球运动，方便去打篮球，投篮
得分，防守等等，给他们带去乐趣，给他们兴趣，只
要有了兴趣这块敲门砖，我相信他们会长期留在
这个运动中，那这样也就达到了包括全民健身，包
括后备人才的基础培养等等(目标)，这个应该说
是一举几得的事情。”姚明说。

对于体育，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全民健身广
泛开展，体育健儿勇创佳绩”的表述。对于这一体
育界关心的话题，姚明表示：“这体现了整个体育
行业的两个标准，一个叫宽度，我们更多人参与，
一个是高度，我们需要看到一些精神上的振奋，
我们的运动成绩有所提高。这两者是互相促进
的，缺一不可的，互相依赖，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
宽度，我们作为人才金字塔的高度，也会受到限
制，但是如果没有一个金字塔的高度，使更多人
看见这个运动，那我们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也会下
降。”

在本次政协小组讨论会上，姚明曾提出要借
鉴政协的双周协商会机制来完善篮球行业的工
作。对此他表示，其实主要指的是这样一种沟通协
商的机制。

“任何事情都不是靠一个人或者一小部分
人可以做成的，是靠大家的，大家的事，大家商
量着去办，用这种沟通方式让大家团结起来，团
结的同时，要保持多元性，我们有不同的意见都
放在这儿，我们去讨论，从多角度去看待我们共
同热爱的这个事业，这样才可以把我们的事业
推向更高点。”姚明说。

每个体育人都有一个体育强国梦，而建设体
育强国也是中国体育工作的一项重任。对于这点，
姚明认为还是需要人们对体育文化有真正的热
爱。

姚明说：“美式橄榄球不是奥运项目，但现在
是美国最顶尖的运动，全美国人都喜欢玩。日本
的相扑不是奥运项目，印度的板球不是奥运项
目。我去过印度，(板球)几乎是第一运动。马来西
亚的藤球不是奥运项目，但仍然开展非常非常
多。这也说明这些运动真的是深入人心，被人所
热爱。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体育
运动，是被人热爱的，这种热爱，一定不仅仅是成
绩的热爱，而应该是发自内心对这种文化的热
爱，我们有了这种热爱的时候，我们就做到了文
化自信。”

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记者马剑、岳德
亮)讲完第一次出国参赛时的手忙脚乱，李玲蔚
不好意思地笑了。“今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对
于我个人来讲真的是非常幸运，见证了改革开
放的历史进程。”

9 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浙江代
表团分组审议的会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奥委
会副主席李玲蔚分享了自己的改革记忆，引发
在场代表的共鸣。

四十年沧海桑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一代人的人生轨迹也被重新定义。1981
年，17 岁的李玲蔚第一次出国参赛，“看到外面
的花花世界，真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从 1980 年入选国家羽毛球集训队到 1989
年退役，李玲蔚几乎囊括了世界大赛的所有王
冠，被世界羽坛誉为“羽坛皇后”。

李玲蔚出生在山清水秀的浙江丽水，她至
今记得家里的第一台电视机是自己去香港比赛
带回来的。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女排在国际上赢
得骄人战绩，看女排比赛是其时最有人气的活
动。“家里只有一间房子、两个凳子，怎么坐呢？”
为了方便大家一起看女排比赛电视直播，李玲
蔚的父亲想出了一个主意：将电视机放在县里
的学校宿舍二楼，再找来一块放大镜放在电视
机屏幕前。

“大家就这样坐在天井里仰着头往上看电

视。”李玲蔚说，她曾将这段回忆说给儿子听，
“我告诉他的时候，他简直难以置信。”

物质方面的匮乏同样是那一代人的记忆。
李家三姐妹平时最关心的就是放在大衣柜上的
铁盒子——— 那里面放着美味的动物饼干，只有
母亲拥有“分配权”。

因为工作的需要，如今的李玲蔚仍然频繁
往返于各国，继续致力于为世界体育事业作出
贡献。“现在出国，去的时候箱子怎么样，回来还
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从这些细小的变化，可以看
出个人、家庭和国家的变化真的是息息相关。”
李玲蔚说。

“用带放大镜的电视看比赛”不复返
李玲蔚代表的改革记忆：个人、家庭和国家的变化真是息息相关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于佳欣)他，是一位知名
互联网企业的“掌门人”，也是一位接地气的“村
长”，还是一位新任的全国政协委员。

这个集多重身份于一身的人就是京东集团
董事局主席兼 CEO 刘强东。去年底，他成为河
北阜平县平石头村的“名誉村主任”。“村长”的
扶贫经历让他对脱贫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如何
让电商打造扶贫“新通路”成为他今年的重点提
案之一。

在几天前的一次分组讨论现场，刘强东回
忆起自己同班的 42 名小学同学，因为家里穷，
大部分上不起初中，被迫辍学回家种地。“他们
也曾经有梦想、很聪明，如果当初有机会上学，
也许是另外一种命运……”他惋惜地说。

“扶贫，最需要补的还是教育。”刘强东说，如
果仅仅扩大农村地区招生比例，降低农村考生
分数线，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能不能提高贫困
地区老师的待遇，让更多的优秀教师愿意留下
来？”

这种扶贫情怀在刘强东小时候就开始发

芽。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他，家境十分困难，“难以
想象”的贫穷让他无法忘怀，创业的初衷就是为
了能寄钱回家给外婆治病。

贫穷并没有消磨他的意志，反而让他对
农民天然怀有一种淳朴深厚的感情。那时起，
刘强东就特别羡慕“村长”。“因为当了‘村长’，

就能带领大家一起干活。”他笑着说。
这种帮助别人的想法一直影响着他，也

让京东从创业之初就与扶贫结下不解之缘。
2015 年开始，京东大规模开展电商扶贫行
动。两年下来，发展合作商 6000 余家，上线贫
困县商品 3 0 0 万种，累计解决 2 . 5 万人就
业……他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

去年底，刘强东小时候的“村长”梦得以实
现。他的心愿是让村民们早日脱贫，过上好日子。

做了“村长”的刘强东，没有单纯用捐赠的
方式帮助村民脱贫，而是思考如何让扶贫变得
真正可持续：

阜平县盛产大枣、核桃、板栗、花椒，却养在
深闺无人识，京东就准备集中采购并帮助打造

品牌进行销售；山路崎岖，村民们摘了山核桃都
自己吃，不去卖，京东就准备用无人机帮大家运
出来……

农产品“小”“散”“非标”怎么办？品牌发展
不足怎么办？物流成本过高怎么办？……对于这
些问题，刘强东有着自己的思考：鼓励发展“电
商+龙头企业+产业+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新模
式；多方加大对农产品品牌培育力度；政府进一
步加强对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推进“消
费扶贫”……

“必须让农产品从种植、采摘、生产加工到
销售，都做到标准化。”

“要尽量避免品牌做出来之后，钱都被公司
赚走，农民还在苦哈哈地种地。”

……
刘强东一直在实践中探索着他的“扶贫经

验”。
“扶贫只是第一步，最终目标是要富裕。”刘强

东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激发扶贫的内生动力，
我想新时代的扶贫是企业与困难群众形成利益

共同体，大家互惠互利，才能实现真正长久发展。”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脚步近了，刘强东也
给自己定了 2018的扶贫“小目标”：去年帮扶 4 .2
万户脱贫，今年帮助超过 5万户家庭脱贫。

从企业家到“村长”，对于刘强东来说，两个
不同的身份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用更多的社
会资源去帮助别人，让他们生活得更好……

企业“掌门”兼“村长”，不变的是初心
刘强东委员的扶贫思考：不能单纯用捐赠的方式，要让扶贫真正可持续

本报记者李坤晟、完颜文豪

他是一位世界 500 强企业的董事局主席，
出生于贫困的农民家庭，他深知发展教育能从
根子上改变贫穷，从 2014 年到 2017 年，身为全
国政协委员的他，连续 4 年在全国两会上提交
关于加强职业教育扶贫的提案。

今年两会上，碧桂园集团董事局主席杨
国强一如既往地关注农村问题。他希望有实
力的企业和企业家多为乡村全面振兴尽一份
力。

他是一位典型的农民企业家，从小就对农
村的贫穷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他回忆起那段
艰辛的成长经历，会提到自己“18 岁之前没有
穿过鞋”。

杨国强读中学时，家里拿不出钱交学费，国
家免了 7块钱学费并发了两块钱助学金，他才坚
持上完学。这段经历让他觉得，“一时的贫困并不
可怕，可怕的是一个家庭陷入贫困无力逃脱。要
彻底阻断贫困现象的代际传递问题，产业扶贫和
教育扶贫一个都不能少。”

“走过来的路，令我深知知识的重要，知识
可以改变命运。知识是战胜贫穷的最好利器，拥
有知识方可改写一个人乃至国家的命运。”杨国

强心中埋下了赞助教育事业来扶贫的种子，多
年后在建筑行业摸爬滚打，有了一定的资本后，
心中的扶贫情怀，开始转化为低调的助学行动。

1997 年初，仅有几百万身家的杨国强走进
《羊城晚报》社，当场拿出 100 万元的支票捐资
设立“仲明大学生助学基金”，前提是不能让任
何人知道是他捐助的。

此后，每年都有 100 万元准时汇入助学金
的账户里(2006 年开始增加到 200 万)。直到
2007 年，有媒体记者以“感动更多人投身慈善”
为由说服了杨国强，这个保守了 10 年的秘密才
揭晓。截至目前，共有 9664 名贫困优秀学子获
得资助。

为了推动教育扶贫事业的发展，杨国强还
主导创办 3 所免费学校，全国唯一全免费的民
办高中——— 国华纪念中学、全国唯一对贫困生
全免费的大学———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和培训
农村籍退伍军人全免费的学校——— 国良职业培
训学校。

杨国强坚持教育扶贫和产业扶贫两条腿走
路。在广东省 2016 年扶贫济困日活动座谈会
上，杨国强说：“我也穷过，我知道贫困是怎么一
回事。我会响应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号召，继
续努力，精准帮扶相对贫困户，为广东 3 年精准

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更大贡献。”
事实上，自 2010 年起，杨国强和碧桂园就

派驻扶贫工作人员驻扎帮扶点，参与到精准扶
贫和乡村振兴的工作当中。2017 年，碧桂园新
增 7 个定点帮扶项目，从广东到广西，从四川
到海南，扶贫到人、扶贫到户、扶贫到村，超过 6
万人受到直接帮助实现脱贫致富。2017 年 10
月 27 日，碧桂园捐资约 5 亿元整县帮扶广东清
远市、英德市 78 个省定贫困村，将协助所有贫
困村实现“一年脱贫三年振兴”，并助力英德 4
万多贫困人口 2018 年全部脱贫奔小康。

自签约以来，碧桂园坚持“真扶贫、扶真
贫”，成立碧桂园帮扶英德市新农村建设指挥
部，积极与清远市、英德市政府有关领导和部门
召开务虚会、联席会，沉入农村开展调研，制定
出“先脱贫、后振兴”的帮扶思路，即首先助力英
德市 2018 上半年实现预脱贫，后以产业发展、
就地城镇化、职业农民培训为重点，建设碧桂园
新农村示范片区。

杨国强亲任总指挥，全面调动集团资源，计
划采用“整体规划、重点打造、分步实施、连片推
进”的模式，助力推进示范村建设工作。碧桂园
集团党委积极探索党建共建扶贫模式，坚持以
党建为抓手，推动集团党委下属 101 个党(总)

支部与英德 78 个省定级贫困村基层党组织结
对，共同深耕精准扶贫。

今年两会，杨国强建议，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过程中，将平原上的农村人口集中到一两万人的绿
色生态小镇，有教育、就业、医疗、商业、文化和交通
设施，在小镇边，建农产品深加工的工厂和其他一
些没有污染的工厂，解决就业问题。这样通过农业
机械化提高生产力解放出来的劳动力，也可以就近
在小镇就业，从根本上实现农村人口的就地城镇
化，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断穷根，产业和教育一个都不能少
杨国强委员的扶贫心得：我也穷过，深知知识是战胜贫穷最好利器

“保障每一个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
俞敏洪委员的教育情结：始终围绕农村孩子的教育、成长、安全问题建言

新华社北京 3 月 9 日电(记者熊争艳)9
日，北京铁道大厦。政协民盟小组讨论间隙，新
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委员仍在伏
案，一笔一画填写提案首页。

“这次准备的提案，一个是关于流动人口孩
子义务教育经费可携带的问题，一个是保障农
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55 岁的俞敏洪戴着眼
镜，快人快语。

刚刚过去的冬天，俞敏洪去了北京市郊的
一所民工子弟学校。那儿有 500 多个孩子。孩子
的父母大多在北京从事快递、种菜、护工等工
作。

“这些孩子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回家乡当留
守儿童，远离父母；二是跟在父母身边，上民工
学校。他们没有正规校舍和好的学习环境，父母
要为孩子交学费，一年约 2000 元，对这些家庭
而言，意味着一笔不小的开支。”他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17年末，我国有
2.44 亿流动人口。俞敏洪说，有大量农村孩子随父
母进城，很多孩子在条件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就
读。但这些学校的生存和发展，普遍受到无办学资

质、无固定校舍、公用经费补助无法落实、教师流动
性大等问题制约。

据了解，前几年已有相关规定提出要统一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现“两免一补”
和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资金随学生流动可携
带。

“但在实践中，流动儿童教育涉及流入地和
流出地政府的财政责任问题，由谁承担、怎么承
担、承担比例等具体问题仍缺乏细则，导致义务
教育经费随学生流动可携带的好政策迟迟得不
到有效执行。”俞敏洪建议，尽快制定全国性的
实施细则，扩大城市教育公共服务的供给，简化
和降低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的条件，保障每
一个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

不久前，“冰花男孩”上学路途远等情况引
发社会广泛关注。俞敏洪认为，农村大规模撤
点并校后，对很多走读学生而言，确实有了“上
学远、上学难、上学贵”等问题，交通安全隐患
增加，一些学校寄宿条件相当简陋，卫生条件
差，生活老师缺位，住校生心理健康水平普遍
较差，课业成绩不甚理想。他呼吁，从经费支

持、师资供给、校园建设等方面入手，保障农村
小规模学校的发展，让它们从“小而弱”变为“小
而美”。

他建议，建立当地城镇中心校和多所卫星
式小规模学校捆绑发展的运行机制，实现中心
校与乡村教学点共享优秀教师资源。优先在农
村小规模学校发展教育信息化，利用互联网直
播、录播、“双师课堂”等新手段，弥补优秀教师
缺乏的难题。

从 2008 年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俞敏
洪坦言，这些年他都是围绕农村孩子的教育、成
长、安全问题建言。“我是农民家庭出身，看到一
些农村孩子、流动儿童受教育那么难那么苦，我
着急！”这位从江苏农村走出来、曾在猪圈边睡过
觉的委员，这些年为了解农村教育情况，前往贵
州毕节、甘肃舟曲、四川大凉山和甘孜等地调研，
并创建多所希望学校。

俞敏洪说：“做教育是我一生的愿望和兴
趣。”

谈到当政协委员的成就感，俞敏洪说：“有，
比如推动了一些政策的改变。”他从 2010 年开始

提出改善农村教师工资待遇的提案，连提几年，
现在国家已出台政策提高农村教师工资等。

“说真话，提建议，这是对政协委员的最低要
求。”俞敏洪说。政协会议期间，他坚持写《我的政
协日记》，记录参会感受。

“我们政协委员要认真履职，对国家负责，对
人民负责，让国家变得更美好！”他说。

四十年沧海桑田，中国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代人的人生

轨迹也被重新定义，能见证改革

开放的历史进程，非常幸运

一时的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一个家庭陷入贫困无力逃脱。要彻

底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产业

扶贫和教育扶贫一个都不能少

他们也曾经有梦想、很聪明，

如果当初有机会上学，也许是

另外一种命运……

我是农民家庭出身，看到一

些农村孩子 、流动儿童受教育

那么难那么苦，我着急！

这种热爱，不仅是成绩的热爱，

应该是发自内心对体育文化的热

爱，我们有了这种热爱的时候，我

们就做到了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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