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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货”上两会

好声音

民有所呼 法有所应
今天继续审议两高报告。我认为两个

报告集中展示了民有所呼、法有所应的努
力成果，是有高度、有温度、有力度的高质
量报告。

——群众关注什么就回应什么。譬
如，严惩疫情期间侵害医务工作者人身安
全和人格尊严犯罪，保护抗疫中负重前行
的“最美逆行者”；加强对无人抚养儿童的
保护；加强校园欺凌预防处置；完善校园安
全事故处理机制，依法惩治涉及“校闹”的
犯罪；积极推进司法保护与行政、家庭、学
校、社区保护联动机制试点。

——群众需要什么就保障什么。在加
强公民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涉民生权
益保护的同时，重点加大对农民工、妇女儿
童老人、军人军属和港澳台同胞等特殊群
体的权益保护。最高检工作报告指出，凡
拉拢、诱迫未成年人参与有组织犯罪，一律
从严追诉、从重提出量刑建议。3万余名检
察官担任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落实法治教
育从娃娃抓起。

——群众期盼什么就推进什么。建立
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机制，推广网
上立案、跨域立案，切实增强群众的司法获
得感。探索互联网司法新模式，建设“智慧
法院”，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全流程网上办公办案，不仅便利了当事人
诉讼，而且有助于树立司法公开透明的形
象，促进了审判质效的提升。

政策加速落地
提高群体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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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赵文静）
就业稳定则心定、家宁、国安。在目前国内
新冠肺炎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的情况下，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就业放到
“六稳”和“六保”之首，彰显了我党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人民的主体地位。

在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农业大学教授
范国强看来，疫情给我国国民经济建设造成
的巨大冲击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提高不同群体
的就业率是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范国强建议，加大国家政策支持力度，
推动稳就业政策加速落地。鼓励企业加大
固定资产投入，增加从业人员工作岗位。
对投资较大、新开工的符合国家政策的项

目给予不同程度贷款优惠，对扩大生产企
业的工业用地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给予一
定程度的免除，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
和中小微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加快推进美
丽乡村振兴，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实施返
乡创业能力提升行动，加强返乡创业重点
人群和农村电商人才的培训培育。

范国强建议，延长应届毕业生报到接收
时间，鼓励用人单位推迟面试和签约时间。
对延迟离校毕业生，延长其报到和落户办理
等时限。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可根据本人意
愿，将户口、档案在学校保留2年或转入生源
地人才交流中心，以应届毕业生身份参加用
人单位考试、录用及相关手续办理。

变“流失”为“流动”
为戏曲发展留住人才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石闯）“近
年来，在戏曲艺术蓬勃发展的同时，一些问
题也凸显出来，如剧种剧团大量衰减，优秀
剧目减少，吸引不了观众。”全国人大代表、
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坦言，造成这些问
题的原因很多，但人才始终是关键所在。

李树建说，全国艺术院校在持续不断
地为社会培养、输出大量专业艺术人才，
但一些院团却为找不到合适的人才或者
留不住优秀的人才而苦恼，许多基层戏曲
院团成了人才流失的“重灾区”。如何把
“人才流失”转变成“人才流动”，为戏曲发
展留住人才？他建议，豫剧院团与艺术院
校深度合作，招生与收徒对应，教学与演
出相融，出师与就业同步。针对院团需求
招行当、定流派、选师承。按照艺术创作

规律实行“演学结合”，深化院团演出实践
与学校艺术教育的有机结合，真正打通“课
堂”与“舞台”的“最后一公里”。建立专门
机制，鼓励戏曲大家、非遗代表传人走进高
等院校“挂职”，建立名家名角工作室，传
艺、传德，传戏育人，传承戏曲精髓。鼓励
一线城市优秀演员和艺术院校专业教师基
层挂职锻炼，扶持培育壮大基层乡村文艺
队伍，更好地规范和培育农村文化市场。

同时，鼓励优秀人才走进中小学校，
建立戏曲人才定向到中小学和幼儿园挂
职锻炼工作机制。加强普通中小学的戏
曲通识教育，帮助他们编写可行性强的戏
曲专业教材、制定有针对性的戏曲专业课
程，真正把“戏曲进校园”这一功在千秋的
工程落到实处。

明权责划底线立规矩
抓紧制定黄河法

全国人大代表

李灵

今天下午，全国政协会议顺利闭幕
了。回想着不平常的会议、不一样的会议，
感触很深。

不一样的会期，内容硬核一样。由于
疫情防控的需要，今年两会会期缩短了，但
是议程不减，内容不少，议程更加紧凑，讨
论更加高效，重点也更加突出了。

不一样的两会，建言资政一样。代表
委员为百姓民生、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谋划好“十四五”规划蓝图；推动公共卫生
体系的完善；加强国际合作，打好疫情防控
下半场；稳住经济基本盘，完成今年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脱贫攻坚啃下硬骨头，为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良好基础；为中小
企业减负纾困；出台《民法典》切实保障人
民权益……

不一样的采访，民生关切一样。过去
每年全国两会期间，人民大会堂内的通道
吸引着大量记者，“长枪短炮”随处可见。
今年的采访更多采用网络、视频、书面等无
接触的远程新方式进行。虽然地点和形式
变了，但距离不是问题，形式不影响精彩。
这不，会议期间多家媒体记者采访我，我还
接受多次网络视频访谈。

不一样的两会，期盼期望一样。目前，
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各地复
工复产复学正在加快推进，经济社会也在加
速复苏。人们的期盼不变，信心更强。中国
发展按下快进键，正在重振发展活力。

不一样的两会 一样的精彩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确立为
重大国家战略，全国政协委员、郑州大学
法学院教授沈开举提出，应贯彻落实好问
题导向，抓紧制定黄河法，从根本上为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
战略的实施提供法治保障。

沈开举建议，通过制定黄河法，从多
个层面为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
理的重大方针政策明权责、划底线、立规
矩。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构
建完善的水库群联合调度机制，建立黄河
下游滩区土地利用制度，理顺湿地保护等
相关主体关系，规范黄河水灾害治理。把
水资源作为最大刚性约束，依法将“以水
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要
求落地，推动全流域用水方式由粗放低效

向节约集约转变，保障黄河水安全。充分
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分区分
类施策，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使
富有地域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有据可
依。依法实施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工
程，综合利用黄河历史文化资源，将文化
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增强文化软实
力。将现有黄河治理保护和流域管理成
熟经验、河湖长制成熟实践上升为法律制
度，强化流域管理机构的行业监管，建立
统筹协调、系统高效的综合管理制度，协
同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
理、源头治理。将山水林田湖草作为生命
共同体一体考量，满足黄河流域特殊问题
的法治需求，依法统筹协调以黄河水资源
为核心要素的流域多地区、多行业等各方
利益，实现多目标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