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5
2025年3月8日 星期六
责编：赵 璇 编辑：潘登
美编：王小羽 校对：王泓【在线访谈】

【两会好声音】

畅通中医药产业大循环

全国人大代表徐晓：

面向灵活就业者
开展免费技能培训

全国政协委员马珺：

家庭学校社区合力
守护青少年“心”世界

“就业是民生之本，既与国
之大者相关，也与万家灯火相
系。”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
工商联副主席、开封城摞城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晓说，今年全国两会，她
的关注点仍然放在民生领
域，主要是进一步推动高
质量充分就业和做好“一
老一小”民生工程的相关
建议。

“市场需求持续波动，
‘招工难’‘就业难’的结构性
矛盾仍存在。”徐晓建议，加强
周期性用工预警能力建设，引
导灵活就业者参加高水平职业
技能培训，鼓励灵活就业人员主
动提升技能水平。将灵活就业
人员纳入重点就业群体，开展免
费职业技能培训，按规定落实职
业培训补贴和培训期间生活费
补贴，进一步细化面向灵活就业
人员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的
工作程序。支持优质培训机构
提供“技能+创业”培训包服务，
引导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技
术密集型行业开展培训，增强职
业技能培训吸引力。

建立健全就业导向的中小
企业政策支持体系，深化职业技
能培训改革。降低企业发展成
本，深化要素价格、投融资、财
税、金融等重点领域体制改革，
进一步降低民营企业税收负担、
用地成本、社会保险成本、用电
成本、运输成本、融资成本和制
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竞争
力，增强企业收入分配向劳动者
倾斜的能力。优化政府、企业、

社会培训资源配置，推动培训机
构灵活调整专业及课程设置。
进一步完善职业资格评价、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专项职业能力等
考核方式，建立健全技能人才培
养、评价、使用、待遇相统一的激
励机制。高质量构建产训结合
体系，深化“引企入培”改革。

“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就
是转变观念，放宽就业年龄限
制，35 岁以上人群经验丰富、责
任心强、稳定性高，放宽限制能
充分挖掘这部分人才潜力，提高
人才利用效率。”徐晓建议，国家
出台相关政策，明确禁止就业年
龄限制。地方政府制定实施细
则，监督企业落实，建立投诉举
报机制。用人单位应转变用人
观念，注重求职者能力和业绩，
而非年龄。优化招聘流程，建立
科学人才评价体系，全面评估求
职者综合素质，树立正确年龄观
和就业观。
记者 袁帅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建
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特别强调

“推进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改革
创新”“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普
及心理健康教育”，这些正是全
国政协委员、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副院长马珺一直关注的问题。

“聚焦思政课改革创新，以
队伍打通、教学融通为重点，建
立大中小学思政教育建设共同
体。”马珺表示，目前学校思政
课建设与教育强国建设要求仍
有差距，特别是在一些乡村薄
弱学校，思政课建设存在不少
短板、弱项，加强乡村薄弱学校
思政课建设，对于提升乡村教
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具有重
要意义。

马珺认为，高校马克思主义
学院应发挥学科专业优势，深入
乡村开展思政课建设调研，定期
组织开展集体备课活动，共同研
究解决思政课教学中的难点和
热点问题；安排思政课教研员定

期到乡村薄弱学校任教、授课、
评课；帮助乡村薄弱学校用好
数字化资源平台，扩大优质
教学资源覆盖面；建立大中
小学一体化的思政课名师
网络工作室，共建共享“大
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丰
富社会实践资源，协同开
展实践教学。

“师德师风要好，首先
党风要正，政风要清。”马珺
建议，以风清气正的党风政

风引领良好的师德师风，形成
党风政风、师德师风、校风学风

建设一体推进的强大合力。还
要构建教师、学生、家长、同事、
学校、社会等多主体参与、多维
度监管的师德评价体系，正向引
导与约束惩戒并举，推动教师能
力与教育质量的双提升。

马珺在调研中发现，目前青
少年心理健康服务领域存在基
础资源不足、家庭与社区支持不
足、政策执行与资金投入不足等
问题。“以科学政策为引领，以家
庭、学校、社区为支点，形成合力
共同守护青少年的‘心’世界。”
马珺提出，在国家层面构建系统
性政策框架，建立全国心理健康
监测网络，设立国家级心理健康
干预基金；在社会层面营造健康
文化环境，譬如规范网络空间，
引导社交媒体平台设置“青少年
模式”；在学校层面完善教育服
务体系；在社区层面建设基层心
理服务站，配备专职心理社工；
在家庭层面组织家长教育与培
训等。
记者 张竞昳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中医药大学
省重点实验室和省国际联合实验室
主任司富春认为，在国内国际双循环
发展格局中，畅通中医药产业国内大
循环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保障高
质量民生的内在要求，也是扩大内
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司富春认为，要将中医药产业发
展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
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战略，
探索特色化的发展路径，合理规划
中药材种植基地、中药生产企业以
及中医医疗机构的空间分布。要完
善中医药产业供需大循环，进一步
拓宽中医药产业整体容量和涵盖领

域，推动中医药产业与大健康产业交
叉融合，不断拓展延伸产业范围，鼓
励发展衍生及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点。

同时，要推动中医药产业资源要
素整合与循环流动，打造具有地方
核心竞争力的中医药特色产业群，
扶持一批创新驱动、行业领先、进
军国际市场的领军企业。促进中
医药产业产学研用良性循环，建立
中医药产学研“资源库”，打造“基
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
金融+人才支持”的全链条创新生
态系统。
记者 董艳竹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汝州市金
庚康复医院院长宋兆普认为，中医急
救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明显的临床
效果，但目前中医急救未被纳入国家
院前急救体系，未能充分发挥中医在
急救中的作用。他认为，应该大力推
广普及中医急救方法。

宋兆普介绍，中医在几千年的传
承中，创造了简单、实用、效果明显的
急救方法应对急症，一般群众都能掌
握，如冠心病拍打肘窝的方法，可以
疏通心经、心包经、肺经三条阴经，通
过刺激尺泽穴、曲泽穴，使瘀邪散开，
则正气自复，邪气自然无从所留。在
生活中，遇到胸闷、憋气等不舒服的

症状，拍打肘窝，效果立竿见影。
宋兆普建议，中医药管理部门整

理、搜集中医药急救方法，为传承推
广打下良好的基础；将中医急救技
术纳入《院前急救操作规范》，鼓励
中西医结合急救模式；将中医急救
项目（如针灸急救）纳入医保报销范
围，提升医疗机构参与积极性；加强
技术研究与安全性保障，利用现代
科技进一步传承创新中医急救方
法；对于循证医学不能证明的，有普
遍指导意义、疗效明显的中医药急
救方法做先行推广，随着科学技术进
步再加以证明。
记者 董艳竹

推广普及中医急救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