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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深一度

胡道才说，市场经济是以诚信为基
础的法治经济，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
法。民法典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构建
了完整的私权体系，实现全面依法治国
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有机衔接，为持续优
化经济治理方式、激发市场活力、健全市
场秩序、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
坚实的法治保障。进一步修改完善合同
法律制度，坚持维护契约、平等交换、公
平竞争的基本导向，适应经济发展新变
化，完善了电子合同的订立规则，新增了
电子合同的履行规则、预约合同等制度；
为解决民间借贷领域的突出问题，防范
金融风险，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利率
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为促进新兴保
理业务健康发展，助力破解中小企业融

资难题，新增专章规定了保理合同；为防
止债务风险扩散，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对
连带保证责任作了重大修改，保证合同
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
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进一步修
改完善物权法律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
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依法平等保护产权，
优化营商环境，让有恒产者更有恒心。

史小红说，民法典的编纂凝聚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心血，体现了人民
意志，得到人民拥护。立法的每一个环节
都凝聚了社会生活规则的最大共识，每一
项内容都反映了人民的意愿，从社会发展
焦点、热点到百姓身边难点、堵点，民法典
均作出回应，着力解决突出民生问题，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习近平总书记对郑州发展始终高
度重视、深深牵挂：去年8月，主持召开
中财委第五次会议，把郑州列入国家高
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城市行列；今年1
月，在中财委第六次会议上，提出强化
郑州等国家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这
些嘱托为郑州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带来了重大机遇、赋予了重大责任。

郑州在国家战略全局中的地位日
益凸显、作用愈加关键，也让参加全国
两会的代表委员激情澎湃，围绕郑州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全力打造更高水
平的高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他们积
极建言献策，贡献智慧力量。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不仅体现在人
口数量和地域面积，更需要这座城市
有能力承载起“引擎”性质的中心职
能。如何更好发挥金融资本“引擎”作
用，撬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代
表、河南康利达集团董事长薛景霞建
议，支持郑州申建国家期货金融改革

试验区。
“2020年是我国期货市场建立 30

周年。30年前，郑州商品交易所的前
身——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成立，
成为新中国第一家期货交易所，探索
推出了第一个上市品种、第一张标准
合约，第一部期货交易规则等，奠定了
我国期货市场发展的基础。”薛景霞
说，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国内
期货市场将直面国际期货市场竞争，
目前，郑州商品交易所在全球商品期
货与期权交易所中成交量排名第4位，
需要进一步做大做强。她建议国家有
关部门和单位，对郑州申建国家期货
金融改革试验区给予业务指导，赋予
相关政策支持。推动将期货金融改革
试验区建设纳入国家级金融改革试
点，将支持河南、支持郑州创建期货金
融改革试验区纳入正在编制的国家
“十四五”规划等重大规划。

让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建设成色更足

建议支持郑州申建国家
期货金融改革试验区
城市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当今世界的竞争，首先是城市综合竞争

力的较量。近年来，随着诸多国家战略叠加落地，尤其是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的全面启动，让郑州肩负起国家赋予引领区域发展、参与国际
竞争的重大历史使命。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发挥中心城市和
城市群综合带动作用，培育产业、增加就业……对于正在推进国家中
心城市高质量建设的郑州来说，无疑将迎来新一轮蓄势聚能的发展
机遇。 郑报全媒体记者 覃岩峰 董艳竹 赵文静 张竞昳

人才是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实现
郑州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核心。全国人
大代表、河南理工大学教授李东艳表
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打造更高
水平的高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对于整
个河南发展，中部崛起至关重要，高校
作为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在科技创新和创新型人才
培养，尤其是医学类人才培养方面应
发挥更大作用。李东艳说，近年来，不
少院校为确保临床医学本科专业人才
培养质量，对招生规模数量都进行了
相应缩减，河南受区位和经济因素影
响，省外医学类毕业生到河南就业的
更少，医学类人才紧缺问题日益严
重。她建议，加强医学类人才培养，加
快补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短板，完善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与此同时，她认为，加速发展“新
医科”势在必行，“新医科”专业发展需
要医、理、工、文等学科融通，医生除具
备扎实的医学专业知识，还需掌握纳
米材料、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机器人等
前沿科学知识。因此，她建议政府鼓
励具备医学人才培养能力的综合性大

学增设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类专业，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扩大人才培养规模，提升医学人才供
给能力。

与以往相比，加快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今年的任务更重，需要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奋力
夺取大战大考双胜利。全国人大代
表、河南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司富
春表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医药对
患者救治显示出明显成效，为中医药
发展带来契机，建议设立黄河流域中
医药发展专项基金，围绕生态保护、产
业发展、科技创新、学术研究、人才培
养、文化传承等方面，加强黄河流域中
医药发展研究，积极构建黄河流域中
药产业联盟及产业链条。同时，培育
特色鲜明的黄河文化与中医药文化旅
游带，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他表示，疫情防控是一场大战大
考，作为中医药工作者，要运用中医药
独特优势，加快中医药防治癌症、感染
性疾病等常见病难治性疾病研究，要
在传承和创新上下功夫，精心做好中
医药教育。

扩大人才培养规模，提升医学人才供给能力

建议支持郑州申建国家期货金融改革试验区

代表委员热议民法典草案

新时代人民权利宣言书
解决百姓身边难点堵点

民法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的编纂对于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胡
道才和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史小红表示，民法典
是新时代人民权利的宣言书，涵盖了老百姓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生活
的方方面面，全方位保护人民的民事权利，增进人民福祉。
郑报全媒体记者 鲁燕

胡道才认为，民法典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的重要保障。为适应互联网、大数据时
代人格权保护的需要，单独设立“人格
权编”，突出了对生命权、身体权、健康
权、名誉权、隐私权等权利的全面保护，
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规则，彰显
了对人民权利和人格尊严的充分尊重，
有利于促进每个公民人格的全面和自
由发展。“物权编”增设居住权制度，为
老年人以房养老提供了法律保障，有利
于保障人民群众实现住有所居。“合同
编”明确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制度，
贯彻了党中央提出的推进租住同权住
房制度改革的要求，有利于加强对住房
承租人权利的保护。“侵权责任编”规定

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区分高空抛
物和高空坠物，细化各方责任，有利于
保障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

史小红认为，监护、婚姻、住房、隐
私、继承等，民法典关注着每一个人从
出生到死亡的每一项权利，全方位保护
民事权利。比如，将人格权独立成编，强
化了对人的全面保护，回应了网络信息
技术发展对人格权保护带来的挑战，针
对“人肉搜索”“网络谣言”“网络暴力”
“电话骚扰”等新型纠纷和问题，加强了
对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护。又如，修改
完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相关规定，有
利于解决群众普遍反映的业主大会成立
难、公共维修基金使用难、物业管理不规
范、业主维权难等小区治理难题。

胡道才说，民法典根植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精神内核，是促进新时代社会全
面发展的重要保障。民法典从中国实际
出发，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作
为立法宗旨，把推动文明行为、见义勇为、
尊崇英雄、孝老爱亲等社会公德和家庭美
德上升为法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
蕴含的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根植入整个
民事法律制度的价值内核，彰显了中国特
色、时代精神、民族气质。“婚姻家庭编”明

确规定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
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为减少轻率离婚、
冲动离婚，维护婚姻家庭稳定，增设了离
婚冷静期制度。倡导契约精神和诚实守
信，在物权编、合同编的许多条款中建立
起诚信导向机制和失信惩戒机制，如明确
了中介合同关系中委托人“跳单”损害中
介人利益的责任。针对“霸座”等社会热
点问题，明确规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
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乘坐。

民法典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民法典根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内核

民法典是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重要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