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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强化文旅市场监管 将教职工准入查询制度落实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为加快推进

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全国政协
委员、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副院长马
珺表示，随着社交媒体、自媒体的蓬
勃发展，师德问题类型不断延展，失
范边界愈加模糊，给师德师风核查
带来了新的挑战。

“党风政风是引领，师德师风是
示范，校风学风是保障。”马珺提出，
师德师风要好，首先党风要正，政风
要清。她建议，建立健全信息互通
共享机制、联防联判联处机制，把师
德师风、校风学风“第一关”贯穿到
教师资格准入、招聘考核、职称评聘

等环节。譬如，参照交通违法信息
全国联网的做法，建立师德师风全
国查询系统、科研人员诚信个人档
案等，将学术不端行为上传“云端”，
实现全网可查，让劣迹无所遁形，将
教职工准入查询制度和从业禁止制
度落在实处。此外，细化教学人员、
科研人员、教辅人员、管理干部、工
勤人员等各类育人主体的师德要
求，分类开展有针对性的师德师风
教育；构建教师、学生、家长、同事、
学校、社会等多主体参与的师德评
价体系，通过多维度评价，实现教师
能力与教育质量的双提升。
记者 张竞昳

旅游业作为推动经济增长、促进文
化交流、创造就业机会的综合性产业，在
我国经济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近年
来，我国旅游业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推
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创造了更
加丰富的优质供给。“为顺应旅游消费升
级趋势，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
要进一步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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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晓建议，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与服
务优化。加大对文旅基础设施的投入，提
升旅游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加强配套
设施建设，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
旅游环境。加强对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

提高服务意识和专业技能。建立健全旅
游服务质量监管体系，严厉打击宰客、强
迫消费等不良行为；全方位深化文旅人才
培育与引进。加大对文旅人才的培育投
入，提升现有文旅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与
服务能力。同时，积极吸引优秀文旅人才
加入，充实人才队伍，积极与高校、科研
机构搭建合作桥梁，驱动文旅产业创新
发展，探索出更加多元化的文旅发展模
式与产品；多维度强化文旅市场监管。
构建科学的文旅市场监管机制，严厉打击
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旅游市场秩序。
定期组织旅游企业开展诚信经营培训，树
立优质服务典型，营造健康有序的文旅
市场环境。 记者 袁帅

全国政协委员范国强：

AI赋能林木育种
全国人大代表司富春：

推动中医药创新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今年重点

工作时提到，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机制，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
高质量发展。

作为中医药领域科技工作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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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关于中医药产业的政策指引
更加明确和细化，为中医药行业
传承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持。“新形势下，推动中医药产业创
新发展，需要加快发展中医药新质
生产力。”司富春说。

新质生产力是产业发展的关
键驱动力。国家层面高度重视中
医药的发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
出要将中医药打造为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重要实践。

在司富春看来，中医药产业新
质生产力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中
医药本身具有新质生产力；另一方
面，中医药蕴含着新质生产要素，
通过科技创新、生产要素优化以及
产业转型升级能够把这些新质生
产要素转化为先进生产力。

如何加快发展中医药新质生
产力？司富春认为，首先，要加快
以科技创新引领中医药产业核心
技术创新突破，加大对中医药基础
理论、临床实践、药物研发等关键
理论和技术研究的投入，加快推动
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加速科研成果
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其次，要加快
促进中医药产业生产要素创新性
配置，加大中医药与数字技术、人
工智能等跨学科人才培养，大力实
施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鼓励区域
内中医药科技创新相关单位加强
合作。再次，要加快推动中医药产
业深度转型升级，加快建立中药材
溯源机制，推动第三方质量检测
普适化，提升中药材质量。最后，

要加快建设中医药产业数字化发展
平台，推进资源整合与平台重构。

“培育中医药新质生产力还要
因地制宜。”司富春表示，国家层面
要完善推进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顶层设计，对各地方中药产业
发展进行分类引导，同时各地要根
据自己的资源优势，探索中医药产
业新业态，拓展中医药产品形态、
功能与应用场景，打造可满足多种
生活需求的中医药产品群，使中医
药更加“生活化”“日常化”。

围绕如何加快中医药产业数
字化转型发展，司富春认为，要积
极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先进技术，实现中药生产、运输、
销售等环节的升级。要运用数字
化技术创新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
模式，在中医临床诊疗过程中，打
造院前、院中、院后一体化的完整
中医药数字诊疗生态链，实现“数
字化中医”应用场景深度融合。同
时运用数字化技术做好中医药文
化、知识与产品的深度融合及传
播，挖掘中医药文化资源的经济价
值，发展中医药数字文化产业。
记者 董艳竹

林木育种对保障国家木材安
全、生态安全以及推动林业高质量
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身为一名自参
加工作以来一直在和农林业打交道
的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农业大学林
学院院长范国强始终心系主责主
业，连续多年深入基层调研，围绕林
业、农业、生态发展建诤言、献良策。

“传统的林木育种周期长、效
率低，难以满足现代林业对优质林
木品种的迫切需求，林木人工智能
育种前景广阔。”范国强介绍，人工
智能技术的引入为林木育种带来
了革命性变革，通过机器学习、深
度学习能够对海量基因组、表型组
和环境数据进行分析与建模，从而
大幅缩短育种周期、显著提升育种
效率与精度。该技术的推广应用，
不仅能够突破传统育种技术的瓶
颈，还将加速培育出更多优质、高
产、抗逆的林木新品种，为国家木
材安全和生态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同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科技
动力。

范国强在调研中发现，从“会
育种”到“慧育种”，林木人工智能
育种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少

问题。在他看来，可以从完善政策
支持体系、促进数据资源共享、加
强核心技术攻关、打造高素质人才
队伍等方面发力破局，加快推进
林木人工智能育种快速发展。

范国强表示，目前，针对林
木人工智能育种这一新兴领域
的专门政策细则存在短板，影
响项目申报、资金支持、成果应
用。他希望通过加强顶层设计，
将林木人工智能育种纳入国家

科技创新规划和国家林业发展规
划，制定出台指导意见，明确发展
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加大
政策扶持力度。

“数据充足是设计适应林木育
种算法模型的前提之一，当下我国
林木种质资源数据化程度低，数据
标准不统一，数据共享机制不健
全，难以满足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和
优化的需求。”范国强认为，建立国
家林木种质资源大数据平台十分
必要，应整合现有林木种质资源数
据，并加强数据采集和更新，同时
鼓励科研机构、企业和社会力量参
与数据资源建设，形成数据共享的
良好生态。

“还要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加
强复合型人才培养。”范国强提出，
希望科技部设立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专项，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开展
林木人工智能育种核心技术攻关，
开发适用于林木育种的专用算法
模型和软件工具，鼓励跨学科、跨
领域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林
木育种技术的深度融合。期待教
育部支持高校开设林木人工智能
育种相关专业和课程，培养复合型
人才；鼓励科研机构和企业联合培
养人才，建立人才培养基地；加大
对优秀青年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
度，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记者 张竞昳 通讯员 杨艺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