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政协委员谈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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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孙艳 ） 昨天
上午， 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
举行记者会， 邀请5位全国政协
委员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
任务， 就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提
高医疗公共服务水平、 以创业带
动就业、 推进养老服务等回答记
者提问。

胡晓义：
当下养老保险基金收支

平衡略有结余
针对有记者提问 “我国现有

养老保险制度如何保障越来越多
的老年人安享退休生活？”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胡晓义
表示，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
的数据， 去年比前年60岁以上人
口增加了886万人。 这是什么概
念？每天增加24000人，几乎不到4
秒钟就有一位人士进入到60岁以
上的阶段了。也就是说，老龄化的
脚步越来越清晰， 老龄化的钟声
越来越紧迫。

胡晓义认为， 老龄化是社会

发展进步的标志之一， 不是洪水
猛兽。 当然老龄化确实给我们提
出了很多重大的挑战。 挑战是全
方位的， 仅仅从养老保障的这个
经济生活保障来说， 我们就看到
了巨大的压力。 人社部公布了很
多数据 ， 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
是， 就当下而言， 我们养老保险
基金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胡晓义表示， 我们是有准备
的， 有条件、 也有能力妥善应对
老龄化的挑战的。 政府也采取了
很多的措施， 用我们的话说， 就
是不要等到临近老年了， 才想到
生活怎么保障的问题， 而是要做
一个全职业周期的养老准备。 也
包括我们要增加外部的资源供
给， 增加财政投入， 部分国有资
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 还有通过
投资运营来增加收益等。

黄洁夫：
养老服务要跟医改结合

制定政策
全国政协常委、 教科文卫体

委员会副主任， 原卫生部副部长
黄洁夫在谈到中国医养结合未来
面临的挑战时表示， 我国医养结
合的空间是很大的， 在调研中发
现 养 老 服 务 从 先 进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经验来看 ， 这是一个高需
求率、 高就业指数的产业， 当然
还需要人力、 物力， 这都是其他
产业比不上的， 都是朝阳产业。
我们有社区养老， 有居家养老，
有医疗机构的养老， 还有安宁疗
护 ， 这些都是属于医养结合型
的。 如果这些都要发展起来， 我
们需要养老服务业有关的工作 ，
包括护工、 康复师、 养老的医生
护士， 国家可能增加1000万就业
的指数。 所以， 这对经济发展十
分重要。

黄洁夫谈到， 养老服务一定
要跟医改结合在一起。 医改几年
下来， 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问题
还是没有得到根本的缓解。 现在
有一些慢性病、 癌症、 心脑血管
疾病 、 心理障碍等疾病的老年
人， 由于医院床位有限， 进院十

分难 。 我们要和医改结合在一
起 ， 把三级甲等大医院 的 资 源
下 沉 到 地 方 去 ， 把 三 甲 医 院
的 品 牌 和 一 些 空 置 的 二 级 医
院 和 乡 镇 医 院 结 合 起 来 ， 这
样 把 一 些 空 置 的 二 级 医 院 转
型 成 为 医 养 结 合 的 养 老 服 务
产 业 ， 这 是 大 医 院 的 品 牌 ，
这样的话 ， 病人就不会遇到这
样的困难了。 “我们想能够把医
改紧密结合在一起有相应的政
策， 让我们医养结合、 养老服务
业发展起来， 可以为我们经济发
展增添一个新的增长点。”

许家印：
脱贫要“输血”更要“造血”

作为政协委员和企业家， 许
家印在谈到企业参与扶贫开发的
有效做法时表示 ， 去年全国有
1200多万贫困人口 脱 贫 ， 超 额
完 成 了 全 年 任 务 ， 扶 贫 力 度
前 所 未 有 。 目 前 ， 我 们 国 家
还有 4300多万贫困人口 ， 这些
老 百 姓 很 多 还 生 活 在 一 些 自

然 条 件 恶 劣 、 产 业 基 础 非 常
薄 弱 的 地 方 ， 所 以 脱 贫 的 难
度就越来越大， 应该说剩下的
都是 “硬骨头”。

如何啃这些 “硬骨头 ”？ 许
家印认为， 需要产业扶贫、 易地
搬迁扶贫 、 教育扶贫等综合措
施， 需要 “输血”， 更需要 “造
血”， 需要见效快， 更需要着眼
长远。 “我们通过帮扶大方县切
身体会到 ， 产业扶贫是非常 重
要 的 ， 就 地 扶 贫 如 果 没 有 产
业 的 支 撑 ， 就 很 容 易 返 贫 ；
搬 迁 扶 贫 如 果 没 有 产 业 的 依
托 ， 就 很 容 易 搬 得 出 而 稳 不
住 。 贫 困 群 众 的 主 要 生 产 资
料是土地和劳动力， 只有依靠
发展产业， 把贫困群众的土地和
劳动力转化为家庭的收入， 才能
实现脱贫。”

怎样才能做好产业扶贫呢 ？
许家印表示， 有三个关键点非常
重要： 一是成立合作社， 二是因
地制宜地发展产业， 三是引进上
下游企业。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 昨天
下午， 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
议， 14名政协委员就有关议题作
大会发言。 全国政协委员、 中华
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 经费审查
委员会主任李守镇作为首位发言
人， 代表全国总工会建议， 建设
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 打造更多
“大国工匠”。

李守镇首先提出两组数据，
一是刚刚过去的 2017年春节 ，
615万中国出境游客境外消费达
1000亿元， 人均花费是其他国家
游客的3.5倍 ， 从奢侈品到电饭
煲 、 马桶盖 ， 无所不买 。 要 知
道 ， 跻 身 全 球 第 二 大 经 济 体
的中国 ， 有约 220种 工 业 品产
量居世界第一， 是名副其实的制
造业大国。 “千亿元购买力 ‘肥
水外流’ 的背后， 正是我国制造
业 ‘大而不强’ 的尴尬所在。 在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 ，
品 质消费迎来爆发性增长的今
天， 我们靠什么收复人心、 留住
消费？”

第二组数据： 由于产业工人
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不高， 我国
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
平的40%， 相当于美国的 7.4% 。
以2015年为例， 我国单位劳动产
出7318美元 ， 世界平均水平是
18487美元 ， 而美国是 98990美
元。 简单地说， 一个美国人创造
的财富， 相当于我们 13个 人 创
造的财富 ， 这也是我国工业制
造 “大而不强 ” 的主要原因之
一 。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
《中国制造 2025》 号角吹响的今
天， 我们靠什么赢得主动、 成就
梦想？”

李守镇提出， 纵观世界工业
发展史， 凡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
工的大国。 在日本， 整个产业工
人队伍的高级技工占比40%， 德
国则达到50%。 而我国， 这一比
例仅为5%左右 ， 全国高级技工
缺口近1000万人。 可见， 要实现

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华
丽转身， 建设高素质产业工人队
伍、 打造更多 “大国工匠” 已是
当务之急！

李守镇代表全国总工会提出
建议：

第一， 切实把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举措落实到位。 各级党委政
府要把建设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
伍， 作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基 础 保
障 ， 纳 入 国 家 和 地 方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规 划 。 应 整 合 资 源 ，
形 成 合 力 ， 尽 快 造 就 一 支 有
理想守信念 、 懂技术会创新 、
敢担当讲奉献的宏大的产业工人
队伍。

第二， 构建高素质产业工人
培养体系。 目前， 我国职业院校
中技工院校超过2500所， 职业培
训每年500万人次， 但职业教育
投入不足、 质量不高、 吸引力不
强等问题依然突出。 应强化政府
主体责任， 加强职业技能教育的
财政投入。 深入推进职业技能教
育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 让职业
院校真正成为培养高技能人才的
摇篮。 制定实施企业职业教育的
激励政策 ， 引导企业 根 据 行 业
发 展 规 划 和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需
要 ， 制 定 和 落 实 本 企 业 技 术
工人培养规划。 国有企业特别是
中央企业应发挥好示范带动作
用， 依法保障产业工人接受教育
和培训的权利， 构建劳动者终身
职业培训体系。

第三 ， 营造 “崇尚一技之
长、 不唯学历凭能力” 的良好氛
围。 应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 让劳模精神 、 劳动精
神、 工匠精神成为时代主旋律。
要切实畅通产业工人发展通道 ，
叫响做实 “大国工匠” 品牌， 让
全社会都感受到当技术工人的荣
光， 进而引导社会认知、 社会行
为、 社会风气， 改变 “学而优则
仕” 的传统思想， 培育尊重劳动
尊崇技术的文化土壤。

建设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
打造更多“大国工匠”

李守镇委员：

8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规
定，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
护。 任何组织和个人应当确保依
法取得的个人信息安全， 不得非
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个人信
息, 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
个人信息。

近年来， 侵害公民个人信息
类违法犯罪日益突出， 互联网上
非法买卖公民个人信息泛滥，社
会危害严重，群众反应强烈。草案
中的这一规定， 无疑将为保护个
人信息安全再筑“高墙”。

依法保护个人信息刻不容缓
“买房时在开发商那里留下

了电话号码， 此后就不断接到房
产中介的推销电话， 不堪其扰。”
谈起个人信息泄露问题， 全国人
大代表、 福建漳州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滕秀兰显得
很无奈。

“像这样 ‘新鲜 ’的信息价值
不菲， 每条可以卖到20至30元。”
厦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陈鸿
告诉记者，刚买车的车主、刚订机
票的旅客、 刚下单的网购者等个
人信息最受诈骗分子“青睐”。

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 ，2016
年公安机关相关部门共侦破侵犯
个人信息犯罪案件1800余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4200余人， 查获各类公
民个人信息300余亿条；其中 ，抓
获涉及40余个行业和部门的内
部人员390余人、黑客近百人。

在信息社会， 个人信息保护
尤其重要。2016年10月31日，受到
社会广泛关注的民法总则草案二
审稿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二审稿在
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
上，明确了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民法总则草案中加入自然
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体现
了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全国人
大代表、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
员孙宪忠说，在现代社会，人们需
要将信息交给社会， 但这样做可
能会出现信息被滥用或被违法犯
罪分子利用的问题， 民法总则草
案提出保护个人信息， 是对重大

民事利益的阐释，值得肯定。

防止个人信息“跑冒滴漏”
广受社会关注的山东临沂高

考录取新生徐玉玉被诈骗案中，
犯罪嫌疑人杜某利用技术手段攻
击了 “山东省2016高考网上报名
信息系统” 并在网站植入木马病
毒，获取网站后台登录权限，盗取
了包括徐玉玉在内的大量考生报
名信息。

全国政协委员、 重庆静昇律
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彭静认为， 犯
罪分子能够屡屡得手， 最重要的
原因， 就是实施了 “精准诈骗”，
其在获得详细的个人信息后 ，
有针对性地对特定人群定制诈骗
方案。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个人
信息泄露途径日益多样化，搜集、
贩卖公民个人信息形成了黑色产
业链。从泄露源头看，有的是公民
个人不注重信息保护， 无意中泄
露； 有的是少数掌握公民个人信
息的工作人员“监守自盗”；还有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黑客程序入侵
有关机构信息数据系统 ，批量
获取。

“个人信息在各类机构和平
台的使用当中， 给我们提供了个
性化的、便利的商业服务，这是从
公开信息中享受到的好处。”全国
人大代表、 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
韩德云说， 但一定要将正当使用
和非法使用区别开来， 并且严格

界定使用的途径， 遵循合理使用
与安全使用的原则。

守护个人信息安全要从
源头抓起

互联网时代， 技术手段不断
提高， 通过技术非法获取公民个
人信息的情况屡见不鲜， 给消费
者权益造成损害。

“民法总则发挥着奠基石的
作用。 从保护公民权利的角度来
看， 个人信息安全本身与公民的
人身权、财产权息息相关。”全国
人大代表杨亚达说， 一方面需要
界定信息安全的标准， 另一方面
要明确信息安全责任人， 谁该对
信息泄露负责。 同时加强源头治
理，多管齐下，对于信息安全保障
可以专门立法。

从源头治理个人信息泄露问
题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它既依赖
于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也依
赖于多部门的联动与配合。

“从立法完善层面上来讲，必
须建立民事责任、 行政责任和刑
事责任三个相互递进、 系统完善
的法律责任追究体系。” 彭静建
议， 基于当前个人信息保护的严
峻形势，有必要优化执法职能，破
除条块分割。 可考虑整合个人信
息保护中的相关执法职能， 设立
跨部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机构，统
筹个人信息保护的预防、监管、违
法责任追究等职责， 更加有效地
保护个人信息。 据新华社

为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再筑“高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