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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
———来自北京的代表委员抗疫故事

4月13日， 在出征武汉2个多
月后，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市丰
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吴浩在集中隔离点统一休整后回
到了工作岗位。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吴
浩临危受命， 作为中央指导组社
区防控专家组负责人出征武汉。
“当时正是疫情最吃紧的时候 ，
我们早一分钟投入工作， 就能早
些守住社区这道关口， 为医疗救
治赢得时间。”

抵达武汉后， 吴浩马上投入
到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

“当时我就提出加强社区网
格化管理 、 实施社区封闭的建
议， 很快得到当地政府的采纳。”
吴浩告诉记者， 借鉴在北京市丰

台区方庄地区的社区网格化管理
经验， 武汉当地社区的防疫工作
也有条不紊地进行。 武汉市超过
3万名干部职工下沉到社区疫情
防控第一线， 解决了社区人手不
足、 力量薄弱的困境， 使网格化
管理精准化。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吴浩看着病例数字一个个减少，
感到十分欣慰。

全国人大代表、 北京市保安
服务总公司海淀分公司一级巡逻
警务站保安大队大队长李勇， 除
了日常社区疫情防控志愿者的身
份外， 还负责公司保安人员所在
的各隔离观察点专项勤务保安员
的督导检查。

今年1月28日， 李勇所在公

司的第一批保安人员进驻北京市
海淀区西山实创科技培训中心隔
离观察点。 在日常工作外， 他还
要协助公司领导以及专项工作人
员督导检查隔离观察点的专项勤
务保安员， 给他们做思想工作，
检查和发现处理问题， 稳人心、
保安全。

“高峰时， 我们公司的保安
人员共承担13家酒店的隔离人员
看护任务， 执勤保安人员最多时
每天200余人在岗， 大家的疫情
防控看护任务很重。” 李勇告诉
记者， 虽然目前北京市疫情逐步
向好， 但公司仍然还有66人在4
家隔离酒店承担隔离看护任务，
自 己 每 天 都 需 要 和 同 事 前 往
各 隔 离点或保安执勤点检查是

否出现异常。 疫情防控以来， 我
们不仅确保隔离观察点的安全，
同时也做到了自身零感染、 目标
零失误。

不同于吴浩委员援助武汉社
区疫情抗疫、 李勇代表在隔离观
察点值守，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纳
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毅
武收到的是口罩批量生产任务。

作为医务人员抗击疫情的重
要 “伙伴”， 口罩在疫情暴发的
前期一度十分紧缺。 赵毅武接受
任务后， 动用公司所有资源， 全
力支持口罩生产， ５天内便建立
了高标准的口罩生产线， 助力北
京地区百姓以及医务工作者共同
战 “疫”。

作为一家骨科医疗器械生产

企业， 北京纳通生物科技有限
公 司 具 有 口 罩 生 产 的 基 本 条
件 。 但由于口罩生产设备及原
材料紧缺， 生产前期也遇到了不
小困难。

“在国家发改委、 北京市以
及海淀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设
备和原材料也逐步到位， 这才让
我们5天就建立口罩生产线， 复
工复产的同时也帮助市民共同防
疫。” 赵毅武说。

为保证口罩质量， 他带领企
业员工购买了过滤效率检测设
备。 成品要检， 原料也要检； 每
批次要检， 每卷原料也都要检。
“只有严格的检查才能让老百姓
安全放心地使用每一只口罩。”

据新华社

“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造
成普遍影响， 其中农民工群体是受冲击最
严重、 影响范围最大的群体之一。 大多数
以外出务工为最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工家
庭， 经济面临巨大压力。”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
长李迎新告诉记者。

随着疫情形势稳定向好， 部分非疫情
防控重点地区企事业单位已经逐步复工复
产。 然而， 疫情防控期间青年农民工返岗
就业仍面临市场整体岗位供给减少、 劳动
关系风险等困难。

李迎新建议 ， 一是扩大市场岗位供
给。 加大对劳动力吸纳能力强的行业复工
复产支持力度， 进一步加强对中小微企业
的政策保障和扶持力度， 给予在信贷、 财
税、 临时资金供给等方面更为倾斜的帮扶
措施， 多管齐下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保企
业、 稳就业。

二是采取多样化手段帮助农民工就
业 。 鼓励低风险地区农民工尽快返岗复
工， 采取 “点对点、 一站式” 直达运输服

务， 有序组织集中返岗， 避免大范围、 突
发式流动， 指导企业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
生产防护工作。 进一步优化返乡就业创业
政策， 引导无法按时返岗复工的青年农民
工转变思维， 改变就业模式， 就近就地就
业创业， 积极投身乡村振兴战略。

三是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农民工群体权
益保护。 畅通维权投诉渠道， 及时发布相
关政策措施， 对疫情期间企业防疫措施、
薪资发放、 社会保障等进行专项检查， 及
时研判、 预防由劳动关系风险可能引发的
局部社会风险， 化解劳动关系领域潜在的
局部群体性事件。 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
力度和宣传引导力度， 坚决遏制在招聘过
程中对湖北籍农民工群体的歧视行为， 保
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高铭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
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刘家成提出， 通过
影视剧讲好中国故事， 是推动中国文化走
出去、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刘家成说， 影视剧是当代流行文化的
主要载体， 如果影视剧走不出国门， 那么
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软实力， 就得不
到有效发挥 。 以2017年的影片 《战狼2》
为例， 国内票房高达56亿， 但海外票房仅
为760万美元， 这已经算是当年最高海外
票房了， 而且这些票房主要还是海外华人
奉献的， 真正的外国人观影的还是很少。
2016年中国电视剧节目进口总额20.99亿
元， 而出口总额仅为3.69亿元， 贸易逆差
高达17亿元。 这些数据充分证明， 我国的
文化输出仍然是偏弱的。

刘家成认为， 地域文化作为当地的精
神核心 ， 是中华文化在当地的本土化表
现。 我们看外国大片看的是不同的风土人
情， 反过来他们看我们也一样， 看的是独
特的艺术风格和普世的价值理念。

刘家成建议， 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地域
文化传承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统筹指导，出
台相关意见或工作方案， 加大资金和政策

扶持力度， 引导帮助各地做好地域文化的
传承发展工作。 鼓励地方政府每年至少创
作出3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中国气质、人文关
怀的影视剧精品，进一步繁荣文艺创作。

刘家成说：“文艺创作最重要的资源是
人才。 目前各地文化人才没有得到充分的
挖掘和保护。” 像京味文化作品 《大宅门》
《四世同堂》《情满四合院》，海派文化《七十
二家房客》《媳妇的美好时代》等等。好的作
品离不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创作人员。

刘家成建议， 对各地文化人才进行广
泛动员和扶持。鼓励他们在创作上“深挖一
口井”，把当地的政治 、经济 、人文加以深
刻、准确的展现，避免为了生存“打一枪换
一个地方”。建议地方政府出台相应的激励
政策，使他们成长为地方文化的脊梁，为中
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撑。

本报记者 高铭

“早在2012年， ‘十二五’ 规划就把
‘普惠性学前教育’ 列为健全基本公共教
育服务体系的重点任务之一。 但迄今为止
被列入 ‘基本公共服务’ 中的依然只有面
向少量贫困儿童和残疾儿童的 ‘普惠性学
前教育资助’。”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师范
大学教育学部刘焱教授表示， 覆盖80%在
园幼儿的普惠性学前教育被排除在 “基本
公共服务” 之外， 导致普惠性学前教育发
展面临种种困难。

刘焱说：“把‘普惠性学前教育’纳入基
本公共服务范畴， 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基本公共服务” 具有基础性、迫
切性、公共性、可行性、均等化、动态性等特
征， 是我国政府保障全体公民基本生存发
展需求的制度性安排。 纳入 “基本公共服
务” 后有利于把有限的公共资源用于解决
长期以来尚未根本解决的 “入园难、 入园
贵”问题，让更多的幼儿与家庭享受到公平
而有质量的学前教育，使“全体人民在共建
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刘焱建议， 一是尽快把普惠性学前教

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 制定普惠性学
前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标准， 统筹协
调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一体化
发展， 进一步加快推进普惠性学前教育的
发展， 让更多的幼儿与家庭享受公平而有
质量的学前教育。

二是强化各级政府促进普惠性学前教
育发展和供给的责任。 将普惠性学前教育
纳入基本公共服务清单， 明确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形成政府责任的刚性约束机制。

三是为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发展提供财
政保障。 进一步加大对于普惠性学前教育
的财政投入。 同时， 将财政拨款制度与幼
儿园教职工编制脱钩松绑， 解决当前因缺
乏编制导致的在编教师和非在编教师 “同
工不同酬” 问题， 对于稳定幼儿园教师队
伍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记者 高铭

今年全国两会上， 全国政协委员、 北
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教授张博
建议设立 “世界中文日”， 推动中国文化
走向世界。 她介绍说， 联合国6种官方语
言中， 除中文外， 其他5种语言都是将联
合国的语言日借用为自己国家的语言日。
张博建议根据联合国首个中文日时间
(2010年4月20日)， 将4月20日设立为 “世
界中文日”。

张博介绍， 世界上已有多个国家设立
了自己的世界语言日。 如 “世界法语日”
“世界英语日” “世界西班牙语日 “世界
俄语日 ” “世界阿拉伯语日 ”。 2010年 ，
联合国新闻部宣布启动联合国语言日， 倡
导并促进六种官方语言， 到目前为止， 联
合国6种官方语言中， 除中文外， 其他5种
语言都是将联合国的语言日借用为自己国
家的语言日。

张博认为， 设立 “世界中文日” 可以
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 加强中外文
化交流， 促进中外友好合作关系 ； 增强
海外侨胞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 。 同时提高中文国际 化水平 ， 推动
中国 “走出去 ”， 增加中国国际话语权 ，

助力我国文化影响力、 国家软实力和国际
地位的提升。

张博建议， 根据联合国首个中文日时
间 (2010年4月20日， 谷雨)， 将 4月 20日
设立为 “世界中文日 ” ， 并策划 2021年
首届世界中文日暨联合国第 12个中文
日庆典活动 ， 开展诸如世界中文比赛
决赛 、 一个字一个词描述中国与世界 、
联合国官员 “走进中国”、 中文歌唱比赛
等活动， 多角度向世界展示中文与中国文
化的魅力。

张博说， 中文是联合国和许多国际组
织的官方语言或工作语言， 但其真正的功
能还需要提升。 在筹建的国际组织中， 特
别是中国主导或研究中国问题为主的国际
组织中， 要推动将中文设置为官方语言或
工作语言。

本报记者 高铭

李迎新委员：

采取多样化手段
帮助农民工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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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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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文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