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造业提质
升级迫在眉睫

中小微企业
要求新求变

面对疫情 ， 企业要如何渡过难关 ？
全国人大代表、 小米集团董事长兼CEO
雷军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这次疫情对
大多企业来说都是一次强压力测试， 正
是体现一个企业竞争力的时候。 面对困
难， 要有战胜困难的勇气， 要学会求新
求变。” 雷军说。

“我们也在疫情期间遇到了很大的
压力。” 雷军直言， 随后他讲起了企业在
疫情中遇到的困难 。 今 年 年 初 ， 小 米
原计划对外发布第一款高端手机 。 但
面对严重的疫情 ， 大家犹豫了 ， 发布
还是不发布 ？ 最后 ， 决定要在疫情期
间探索出一条新路， 于是， 在全国第一
场 “云发布会” 上， 这款产品被推出了
市场。

“当时捏了一把汗， 自己都觉得肯定

成功不了。” 但结果出乎雷军的意料， 产
品一发布， 就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现
在再回头看看当时的情形， 雷军意识到，
办法总比困难多。

疫情虽然带来了很多困难， 但其实
也带来很多机会。 雷军表示， 由于中小
微企业的实力相对有限， 因此在疫情期
间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中小微企业要学
会发现机会， 敢于创新， 更好满足消费
者在特殊时期的需求。

此外， 雷军还提出， 我国应加大力
度推动卫星互联网行业的发展。 “商业
航天巨大的应用就是发展卫星互联网 ，
卫生互联网已被列入到6G的规划当中 。
中国需要加快卫星互联网的产业化过程，
鼓励民营经济参与其中。” 雷军表示。

本报记者 周美玉

谈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
北京团代表、 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
元庆认为务实又鼓舞人心，“报告中提到，
‘六保’是今年‘六稳’工作的着力点，对于
保就业、保市场主体、保证产业链和供应
链的稳定，作为企业，我们责无旁贷，都应
该发挥自己的作用。 ”杨元庆说。

提到今年带来的建议和意见， 杨元
庆说： “今年， 在线经济的发展让家家
户户对信息工具需求有所增加， 比如平
板电脑 、 显示器等 ， 过去可能一家一
台 ，现在大人在线开会 、孩子在线学习
都需要用。 ”他建议，“电脑是创新创造的
工具， 应该大力普及。 而且， 目前在山

区或者贫困地区， 电脑和网络缺位还很
大， 建议政府加快网络信息化建设。”

作为来自企业的代表， 杨元庆表示，
制造业如何提质升级已经迫在眉睫 。
“未来制造业一定是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制
造 ， 我们要加强这些方面的升级换代 ，
让更多机器人、 机器臂在工厂发挥作用，
同时将车间等劳动生产用具用工业互联
网和物联网武装起来， 利用大数据、 人
工智能， 让工厂智能化起来。” 杨元庆表
示。 他认为， 智能化体现在高科技企业
各个环节， 如果企业不升级， 很难和其
他智能化企业竞争。 �

本报记者 周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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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区已助力五个受援地区20余
万贫困人口脱贫。” 全国人大代表、 十二
届北京市委委员、 北京市东城区委书记
夏林茂介绍了东城区助力对口帮扶地区
的脱贫攻坚表示。 谈到今年的扶贫工作
时， 他表示， 将发挥各级工会组织和社
会力量作用 ， 开展多场直播带货活动 ，
将特色产品直接送上百姓餐桌。

东城区对口支援共有5个地区， 分别
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 内蒙古自治
区兴安盟阿尔山市、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
察布市化德县、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
县、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 目前， 东城
区已助力 5个受援地区 20余万贫困人
口脱贫， 各受援地区均已退出国家级贫
困县序列。 仅2019年， 就帮助3.8万名贫
困人口脱贫， 各受援地区贫困发生率均

降至3%以下 ， 剩余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384人。

夏林茂介绍， 在原有各项举措基础
上， 今年东城区将创新模式， 利用新建
成的东城区消费扶贫双创分中心组织滞
销农产品宣传、 大宗采购等活动。 同时，
发挥各级工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作用， 开
展多场直播带货活动， 将特色产品直接
送上百姓餐桌。 区属各部门也加大采购
力度， 截至目前， 今年已销售特色农产
品近三百万元。

东城区还将陆续组织 “八进” 活动，
使特色产品走进部委 、 军营 、 机关 、
学校、 医院、 企业、 商超、 社区， 全区
财政预算单位还将在食堂采购 、 工会
福利、 民政救助等工作中优先选购扶农
产品。 本报记者 周美玉

22日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
院士程京在接受视频采访时，举着手中一
个透明小圆盘介绍，这是中国第一张全集
成封闭式核酸快速检测芯片，“从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一直到现在， 我们没有停息，
最近又开发出一款全新的芯片。 ”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程京所在的
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暨博
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便开始加快研制
快速检测试剂 。 拿起这张细微管道和
凹槽反应池遍布的芯片 ， 他介绍说 ，
将口腔试纸样品放入这款新研发的全
集成封闭式核酸快速检测芯片后 ， 包
括核酸提取 、 反应等所有检测都可以

在芯片内自动完成。 根据初步测试， 只
需要四五十分钟的时间， 即可完成核酸
检测。 而且样品放入后， 芯片便会全封
闭， 不会对操作人员构成任何生物危害。
此外， 车载新冠病毒快速反应实验室最
快将在6月底组装完成， 7月有望投入使
用， 届时， 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将更
加便捷。

针对疫情， 还特别开发了重大疫情
智慧预警系统。 “可以利用在医疗机构
的生物传感器， 通过5G通信， 将相关数
据用事先设定好的通道直接上报， 实现
实时监控预警。” 程京代表介绍。

本报记者 周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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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进入第四天， 有一项重
要议程备受关注， 就是审议民法
典草案。从2015年3月民法典编纂
工作启动至今， 这部与你我密切
相关的法律草案， 已经让老百姓
盼望了5年。据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的大会发言人张业遂介
绍，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先后10次
通过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
累计收到42.5万人提出的102万
条意见和建议。全国人大代表、广
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评价
说：“民法典草案体现时代精神、
反映人民意愿，是一部真正‘以人
民为中心’的法典。”

（一）
“人民”二字重千钧，意义自

是不寻常。
首先，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草案， 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头
一遭。 它将相关民事法律规范编
纂而成一部综合性法典， 是对我
国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的全
面总结。其次，老百姓关注它，只

有一个理由， 因为每一页里面的
每一个字，都以“你”为中心设计，
为“你”而书写。

说起民法，按常人的理解：人
与人之间不到万不得已要打官司
上法庭 ，不会用到 “法 ”；不打官
司，咱不关心。但谁说一定要打官
司才会用到“法”呢？肖胜方代表
说， 这是一部涵盖了社会生活方
方面面规则秩序的法律草案。你
所关心的社会热点难点， 几乎都
能在其中找到破解的方案。

举几个例子———
你好好地走在路上， 头顶突

然被楼上的人抛物砸伤了， 找谁
说理去？民法典草案告诉你，可以
去找物业服务企业， 因为物业有
责任采取安全保障措施防止高空
抛物行为的发生；你去报警的话，
有关机关也应当履行依法及时调
查的职责为你查清责任人。

你最近跟媳妇闹矛盾， 一言
不合就相约“民政局见”，结果没
几天就后悔不迭？ 草案早料到有
“头脑发热”的离婚群体，去“民政

局见”，先让你冷静30天再说。
商家的合同里暗藏 “霸王条

款”，不满意也只好吃“哑巴亏”？
大可不必。草案说了，提供格式条
款的一方， 必须履行提示或者说
明义务， 否则如果对方没看到或
者没理解条款内容， 合同可以不
算数。

（二）
和许多国家的民法典不一

样， 我国的民法典草案里人格权
独立成编。 新华社记者向全国人
大代表、 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陈
晶莹请教。她说，这意味着我国法
律对公民人格利益的充分尊重，
将对“人的尊严”的保护，提升到
了一个全新高度。

怎么理解？
现实生活中， 人格权保护的

边界越来越模糊———
随着大数据和新技术的发

展， 你有没有感到你的隐私受到
威胁？AI换脸如何规制安全隐患、
保护你的肖像权？人体基因、人体

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
伦理道德风险如何防范？

民法典草案人格权编， 既对
现在日趋蔓延的个人信息泄露问
题做出规定， 还把一些刚刚萌芽
的新兴领域可能带来的风险消弭
于无形。

陈晶莹代表说， 我国的民法
典草案将人身权利置于财产权利
之前作为民事权利之首， 体现了
“先人后物”的立法精神，以及“以
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将人格权独立成编， 这是我
国民法典编纂的一个重大创新。

（三）
不止于此。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

晨在作草案说明时指出， 回顾人
类文明史， 编纂法典是具有重要
标志意义的法治建设工程， 是一
个国家、 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盛
的象征和标志。

这部民法典草案， 全面优化
整合此前民法通则、物权法、婚姻

法等相关法律的功能， 将更好地
发挥调节民事关系、 维护经济秩
序的作用， 推动国家治理能力与
治理体系现代化。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社会科
学院学部委员孙宪忠打了一个形
象的比方：“如果说宪法是飘扬在
空中的一面旗帜， 指引着国家前
进， 那么民法典就是将国家治理
的目标落在了一个个的 ‘人’身
上， 在祖国大地上迈出扎实的步
伐， 对社会生活发挥着实实在在
的作用。”

“禁止霸座”“树立优良家风”
“敬老爱幼”……草案中许多内容
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
华传统美德的印记。 这就是中国
法治建设的鲜明特色： 立法坚持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民法典草案， 不仅解决咱中
国老百姓的时代问题， 也在用立
法的方式向世界传递出我们的民
族精神。而这，也是为人类法治文
明的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
国方案。 据新华社

如何读懂民法典草案里的“民”和“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