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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关注儿童健康

建议整治儿童用品假大空乱象

全国人大相关负责人回应人大立法工作热点问题

消费税等列入今年立法计划

我国 5年来立法工作进展
如何？怎样通过立法为经济、文
化、生态等改革护航？3月12日
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全国人大
内司委副主任委员王胜明、财经
委副主任委员乌日图、教科文卫
委副主任委员吴恒、环资委委员
吕彩霞，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副主任王超英、副主任许安标就

“人大立法工作”相关问题回答
中外记者提问。

5年立法成就显著

许安标介绍，过去 5 年
来，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领域一批重大的立法
项目相继出台，保障宪法实施
的法律制度不断健全，国家安
全法律制度体系基本确立，制
定了民法总则，民法典编纂工
作取得重大进展。

到今年 2月底，十二届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25
部，修改法律 127件次，通过
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和重大问
题决定 46次，作出法律解释 9
件。我国现行有效法律总共达
到了 263 部。“一个总体的判
断，就是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一步
完善和发展。”

与此同时，5年来与司法
体制改革相关的法律立改废释
工作，也保证了重大改革举措
于法有据。

王超英介绍，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着力健全相关法律
制度，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
（九） 以及关于修改行政诉讼
法、民事诉讼法、法官法等法
律的决定；作出了一系列的授
权决定和改革决定，为部分地
区和特定领域先行先试提供了
法律依据；密切关注改革试点
的情况，及时听取和审议有关
部门就改革工作和试点情况的
工作报告，在试点期满后根据
实际情况修改完善法律。

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吕彩霞介绍，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积极推进生态文明
制度建设。在立法数量上，本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立法
规划中有18个立法项目涉及环
境生态保护，占到所有立法项
目的 18%以上。从立法定位
上，特别关注人民的关切，以
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立法宗
旨。例如，强化了环境保护、
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等
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加大对违
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在回答有关垃圾跨省倾倒
问题时，吕彩霞表示，全国人
大常委会要通过立法来实行顶
层设计和制度设计。同时加强
宣传，提高公民自觉性，并以
技术手段提供支撑。“此外，
我们也希望通过法律制度和政
策引导，从资源利用的源头上
解决问题，规范资源利用的行
为，提升资源利用的效率。”
吕彩霞说。

民生立法彰显为民底色

在文化立法方面，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公
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电影产业
促进法、公共图书馆法，修改
了文物保护法和档案法，改变
了文化领域立法长期以来较为
薄弱的局面。

“新制定的这些文化领域
的法律，明确了政府主导、鼓
励社会力量参与的原则，也建
立健全了相应的一些管理制
度，优化了服务功能。”吴恒
说，这对于深入实施文化惠民
工程，丰富人民群众精神食粮
都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近来屡有发生的校园
欺凌和暴力事件，王胜明表
示：“全国人大内司委建议修
改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在此过程中，一
定会认真研究校园欺凌相关问
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办
法。”

关于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
促进法草案，吴恒介绍，制定
这部法律的一个原则就是把医
改过程中所取得成功的、受社
会欢迎的好做法凝练出来，以

法条的形式写入法律草案，用
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

6个税种列入立法计划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是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明确任
务。

乌日图说，目前我国18个
税种中有 6个已实现法定，还
有12个需要上升为法律。今年
立法工作计划建议已将耕地占
用税、资源税、消费税、契税
等6个税种列入立法计划。“我
们将督促有关部门加快立法进
程，确保如期完成税收法定的
任务。”

乌日图介绍，十二届全国
人大五年立法规划中财经委负
责起草和审议的法律共 33件，
其中，17件法律经过审议并已
经颁布实施。电子商务法和证
券法已经过人大常委会二审，
其余 14 部法律正在抓紧起草
中。

对于市场高度关注的股票
发行注册制，乌日图表示，下
一步将密切关注股票发行注册
制改革法律授权实施的情况，
及时总结经验，适时推动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证券法修
订草案。

监察法生效后将对相
关法律作出相应修改

针对监察法生效以后是否
会与现行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相冲突的问题，王胜明表示，
深化监察体制改革是重大政治
体制改革，这场改革涉及检察
院的职权调整和人员转隶。必
须依照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等
有关法律，在修改人民检察院
组织法时作出衔接性的规定。

“ 本 次 大 会 通 过 监 察 法
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继续审
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
案，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也
将相应修改。这样，法律之间
才能和谐统一，才能为监察委
员会、检察院行使职权提供进
一步的法律保障。”王胜明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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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健康事关家庭幸福和
民族未来，是反映国家健康状
况的重要指标，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重要基础。全面推进
儿童健康教育服务领域改革、
防治结合提高儿童健康服务质
量，对建设健康中国，具有重
要而深远的意义。在正在召开
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上，各界政协委员纷纷为孩子
们建言献策，今天我们做出的
努力，就是孩子们未来的健康
与幸福。

建议将脊柱侧弯纳入
体检项目

“广东试点开展中学生脊
柱侧弯筛查工作，筛查的 50
万余名学生中，确诊患病率为
5.4%，患病率是相当高的。
脊柱侧弯是一种青春期的常见
病，如果发现及时、治疗及
时，超过80%的青少年患者可
以不必手术。”全国政协委
员、民进中央常委、内蒙古区
委主委郑福田提交了一份提
案，呼吁将脊柱侧弯筛查项目
纳入学生体检中。

郑福田说，脊柱侧弯是指
脊柱的某一段持久地偏离身体
中线，使脊柱向侧方突出弧形
或“S”形为主要表现的疾
病。患脊柱侧弯的青少年中
80%是特发性脊柱侧弯，之所
以称为“特发性”，就是因为
目前还没有发现病因，无法进
行准确归类。脊柱侧弯是一种
青春期的常见病，如果治疗及
时、方法得当，超过80%的青
少年患者可以不必手术，而是
通过佩戴矫正支具进行治疗，
因此青少年脊柱侧弯应该早发
现、早治疗。

但是我国脊柱侧弯病的预
防、发现和治疗做得都不是很
好，很多来门诊看病的病人是
小时候发现脊柱侧弯的，但是
不知道能治疗，甚至等“长大
了以后再说”，然后就耽误
了。等到严重影响生活与学
习，去医院看病时，只能做非
常有挑战性的手术了。

“现在除了北京、上海等
一线城市，大部分地区的体
检是不查脊柱侧弯的，等到
比 较 严 格 的 体 检 ， 比 如 中
考 、 高 考 ， 这 时 候 再 查 出
来，其实已经错过了最佳治
疗期。”郑福田说。

郑福田建议，卫生行政部
门在学生健康体检中加入脊柱
侧弯项目筛查，各级政府应成
立专门机构，完善筛查制度，
及时发现中小学生在健康方面
存在的问题。

探索儿童用品可追溯
体系

随着我国全面放开二孩政
策的实施，“儿童经济”逐渐成
为商家追逐的热点，有机构测
算，二孩政策的放开将带来每
年超过 2000 亿的消费市场。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
副校长朱晓进的提案直指儿童
用品逐渐出现的“假大空”不良
现象，呼吁整治儿童用品乱象，
建立“黑名单制度”，逐步探索
儿童用品可追溯体系。

朱晓进委员说，随着市场
不断扩大，儿童用品逐渐出现
了“假大空”三大乱象：去年中
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对 24个
品牌共 44款儿童安全座椅进
行了评测，结果显示仅有 2款
获得“优”评级，有22款得分过
低获得“不推荐”评级；很多儿
童食品都会以“益智”、“增强免
疫力”、“无添加”等作为卖点，
任何商品只要贴上了“儿童专
用”的标签，价格就陡然上升，
甚至有媒体曝光某款所谓的

“儿童食品”只是添加了一些微
乎其微的维生素，其价格就比
普通食品高出一倍；之前媒体
曝光某品牌的“儿童酱油”实际
钠含量高于普通酱油，而商家
声称“符合国家标准”指的是

“符合普通酱油的国家标准”。
朱晓进委员说，种种乱象

的背后是标准、监管和消费观
的缺失：目前我国正在执行的
强制性国家标准中，仅仅有 12
个类别，而且全部集中于日用
品，而食品、玩具等“问题多发”
地带，却没有强制性的产品标
准，如此巨大的空白就直接给
了商家“钻空子”、“打擦边球”
的空间；监管方面，目前我国还
没有专门针对儿童用品的监管
办法或条例，也没有任何的准
入门槛，大部分本应具有“特殊
性”的儿童用品却只能按照普
通商品的标准进行监管。

朱晓进建议，对于必要的
儿童用品，应尽快出台必要的
国家标准并发布，要大幅提高
监管力度，要出台专门针对儿
童用品的管理办法，包括其准
入门槛、检验办法、宣传规范等
都要有明确的规定，比如儿童
用品必须有强制性的第三方检
测、不得以笼统的“益智”、“增
强免疫力”进行宣传等。食药
监局、工商局等要加强对儿童
用品的检查力度、提高检查频
率，对于不合格的产品要坚决
清理、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
并建立“黑名单制度”。

据《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