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文化在宣传过程中，不是放在口头上的，不是放在电影
上的，也不是仅仅放在文章里的，文艺作品所反映的传统文化应
该是可知的、可感的、有温度的、接地气的。要让传统文化的精
神，这种道和德，在文艺作品中有所展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说。

中国美术馆建馆已经50多年了，珍藏了大量优秀美术作品，
很多美术大家都有作品收藏在中国美术馆，也是很多美术界共
同努力打造的。那么，怎样才能把这种资源的作用最大地发挥
出去？我们有一个“典藏活化”的系列展览计划，要把库房里的
这些宝贝拿出来了，为人们“献宝”。中国美术馆的库房不同于
一般的仓库，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能进来的；它也不是冷库，不是
说作品进到库房里以后就再也出不来了。它应该是保护，保护
后还要拿出来给人民来欣赏，让人民来感觉这些艺术家的创造、
美术家的创造。

我们在中国美术馆进行了几次“典藏活化”的展览，把黄宾
虹先生等人的一百多件作品拿出来展览，反响巨大，很多老百
姓来看，特别是有很多作品，名气很大，但看不到原作，这些过
去只在库房里、只在书本上的东西与老百姓贴近了距离。我们
中国美术馆的面积展不下这么多的作品，我们就把徐悲鸿、张
大千等一大批艺术大师的作品送到了西部去轮展，到重庆、广
西、宁夏、新疆等等很多地方，所到之处都是当地最高级别的展
览，老百姓特别欢迎，美术工作者也特别高兴，文化研究者也特
别关注。

所以，我认为把国宝送到人民当中去是国家应该起到的文化
引领作用。

沈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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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告显示，2015年P2P网贷行业
累计平台数达到3858家，其中问题平台
总量1263家”；“截至2015年底，淮南市
采煤沉陷区范围扩至27个乡镇，全市采煤
沉陷区累计面积达24500公顷，占全市总

面积的9.5%，31.1万居民受影响。”这些沉重的现实，一直让全国人大代表、淮南市委书
记沈强忧心忡忡，此次两会期间，沈强在多个场合中呼吁：“加强监管P2P势在必行，治
理采煤沉陷区需设安置资金”。

全国人大代表、淮南市委书记沈强：

建议设安置资金治理采煤沉陷区

“现在的这个P2P，害人不浅，相信大家
都有目共睹。”在代表团分组审议会上，沈强
首先列举了一组数据来描述 P2P 现状，“有
报告显示，2015 年全国 P2P 网贷成交额达
11805.65 亿，但 P2P 网贷平台发展良莠不
齐，据统计，P2P 网贷行业累计平台数达到
3858家，其中问题平台总量1263家，问题平
台数量占总量的近三分之一。”

沈强直言，P2P 网贷平台掌握巨额资
金，缺乏有效监管，极易对社会经济发展、金
融稳定和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影响，加强监管
已势在必行。

沈强认为，我国对银行、证券、保险等金
融机构的监管机制健全、法律规章齐备，但

对P2P的监管还没有专项法律法规，造成监
督管理无法可依。另外，目前P2P网贷平台
的建立没有相关部门的前置审批，市场主体
增速快、数量大、专业性强，仅靠工商部门难
以进行全面科学监管。

为此，沈强建议尽快出台对P2P监督管
理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细则，对网贷平台的业
务范围、设立变更和终止的条件、经营和风
险控制、监督管理、相关法律责任进行明确
规定；建议由银监部门作为网贷平台的监管
部门，负责 P2P 网贷平台的设立、变更等审
批和日常的业务监管、风险控制，并督促区
域内的P2P平台成立行业的协会，引入第三
方监管平台。

加强P2P网贷平台监管已势在必行

据沈强介绍，截至 2015 年底，淮南市
采煤沉陷区范围涉及大通区、谢家集区、八
公山区、潘集区、毛集实验区和凤台县，27
个 乡 镇 ；全 市 采 煤 沉 陷 区 累 计 面 积 达
24500 公顷，占全市总面积的 9.5%；涉及居
民 31.1 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12.8%；损毁
耕地面积约 13800 公顷，占全市规划耕地
保有量的 9.56%，其中：损毁基本农田面积
达 11094 公 顷 ，占 规 划 基 本 农 田 面 积 的
9.4%。在沉陷损毁耕地及基本农田中沉陷
深度大于 1.5 米的积水面积达 8857 公顷，
无法恢复耕种。

采煤沉陷造成了耕地损毁与土地复垦，

沉陷区农民搬迁安置、就业、社会保障等多
种问题。如何来破解难题？

为此，沈强建议，应依据淮南市采煤沉
陷区综合利用规划，编制沉陷区综合治理项
目，申报立项，采取国家支持、煤矿企业自筹
和合作开发的方式，综合治理利用沉陷区，
尽可能恢复和补充损毁的耕地。同时，将沉
陷区综合治理所需资金纳入煤炭开采成本，
从吨煤销售中提取一定的费用，建立沉陷区
综合治理安置资金，主要用于采煤沉陷区治
理，损毁耕地复垦，生态修复，综合整治与利
用，失地群众社会保障及搬迁安置和采煤引
起的相关社会问题等。

治理采煤沉陷区，需设安置资金

教育承载着国家的未来和人民的期望。作为一名即将退休
的老教师，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工业大学教授杨亚达对当下的高
等教育感受很深。

“2015 年，我作为督导组成员，专门去听课，去听答辩，我因
为即将告别职业生涯，跟系里要了一门综合课，上了一个学期，
面向大四学生的。这个过程中，我有很多感受，确实现在的课
堂，跟以前不一样了。”杨亚达吐槽说，“我上课往下一看，85个人
来了一半都不到，其中一半的人都说去找工作了。我问他们买
书了？他们说没买，没有教材。听课过程中，原来看手机是偷偷
摸摸放下面看，现在是光明正大拿在手上看。过一段时间，我问
他们教材买了吗，还是没买。但是最后一节课，准备考试要点的
时候，全都来了，找我拷贝 PPT，我明确说不能给，书本上都有。
不给，他们就不停骚扰我，说老师，我要找工作，没时间看书。”

“现在的学生怎么就变成这样了？”杨亚达感叹道，“星星再
也不是那个星星，月亮也不是那个月亮了。高等教育普遍这样
的状况，怎么能为国家提供万众创新的人才支撑？”

“大四上学期在9月份，舆论就面向广大公众强调保证就业，
导致学生就以为先找工作是理所当然的，说国家都支持我找工
作，老师凭什么不支持？”杨亚达强烈呼吁，在进行就业宣传的时
候，不要影响学生完成学业。

杨亚达还提到，当下理工类高校青年教师多以科研为主，投
身在教学上的太少。“我希望在制度设计的时候，要把教书育人
作为第一要务，然后来考察他的科学研究，老师的职称评定和绩
效考核，要回归到人才的培养。”

本版稿件由特派记者 王涛 俞宝强 刘海泉 黄洋洋摄影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工业大学教授杨亚达：

宣传就业
不能影响学生完成学业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

国宝不能只躺在“宝库”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