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气
阳和

33

郑州报业全媒体新闻中心全国两会记者 孙娟 覃岩峰 李娜汪辉 王译博 宋晔 北京报道

代表委员有话说

“加快现代服务业发
展，支持发展养老、健康、
家政等服务消费”被写进
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
养老是每个人都不能忽
视的问题。我国进入老
龄化社会，有规模大、速
度快、情况复杂等特点，
存在养老床位的高需求
和床位有限的供给矛盾。

我认为，新的业态正
在迅速成长，发改委在政
策设计方面，可以更加细
致一些。养老健康产业
是个大产业，可为什么做
养老健康产业很困难，我
做了很多研究发现，现行
的制度和这个新兴业态
的发展有很多不匹配的
地方。其中涉及的管理
部门问题特别多。比如，
增加一个养老病床，医院
不同意，卡住了。再比
如，看病医保能不能报
销，涉及人社部门。我曾
经支持一个企业试点，把
看护的费用转到护士身
上，护士安全可靠，病人
也放心，但在实际操作
中，医院没办法收费用，
因为他们的收费都是经
过严格审批的。类似这
样的问题还有很多。新
的行业在发展，可制度性
的障碍绕不过去。建议
多了解、多调研，搞清楚
现行的制度对新兴业态
的障碍。

另外，关于环保方
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现在河南有很多关于环境
保护的法规，郑州也出台
了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只
要触犯就要严格处罚。这
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重
要课题，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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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文化是人类共同
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瑰宝，
老子思想曾对孔子思想以
及其他先秦诸子百家的思
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
而与孔子思想及其所代表
的儒家学说既互相分立，
又互相补充，共同奠定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成
为中国文化及其哲学的渊
源和主流传统之一，并培
养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
和精神特质，造就了中华
民族的精神品格的基因，
并以其强大的内力引领着
东方文明的进程。老子著
作《道德经》是世界上最受
重视的中国古代经典之
一。如何弘扬老子文化，
我的建议有三：

设立老子哲学思想发
展研究基金，由国家文化
部门拨付专项资金进行老
子哲学思想研究扶持工
作，将老子哲学思想研讨
与传播计划列入国家文化
战略层面，系统开发和打
造老子哲学思想，将其作
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
要载体。

设立国家老子文化博
物馆，做好老子文化历史
文献的整理与保存工作。
同时推进老子学院的建
立，将老子学院推向海外，
以实际课程设置和学习培
养师资，以此作为海外学
习老子文化的重要研习场
所。

由中国文化遗产保护
规划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
基地——中国建筑设计研
究院建筑设计总院主导，
全面、精准地把老子文化、
考古发掘资料、历史建筑
群风貌保护、周边环境整
治等能够支撑和保障申遗
顺利推进的核心物质遗存
及其与人文、自然的关联，
做出整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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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没有造血功
能，国家财政不可能
好转。建议减轻企业
负担，从体制上保证
减税。

虽然政府工作报
告里说，所有的税都
要减，但如果财政体
制不改革，就很难从
根本上保证减税。建
议适当降低制造业的
增值税税率，并出台
详细的实施细则，真
正能把税负降下来，
能够让投资人对实体
经济有信心。

总 理 去 年 提 出
“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以来，在一系列

“双创”新政策以及互
联 网 新 技 术 的 推 动
下，全国范围内创新
创 业 的 活 力 得 到 激
发，不仅有小微企业，
很多大企业也纷纷加
入创新创业的行列，
引入众创、众包、众
扶、众筹等平台，触发
了生产方式、管理方
式的变革，汇聚形成
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目前，招工难、用
工难、留人难的问题
在企业尤其突出。而
在 大 型 国 企 搞“ 双
创”，留住人才是个核
心问题。所以，我建
议降低企业“五险一
金”的缴纳比例，给企
业休养生息的机会。
通过提高统筹层次和
规模效应，来降低社
保成本，加大财政投
入和国有资产划拨、
分红上交对社保资金
的 支 持 。 降 低 企 业

“五险一金”的缴纳比
例，尤其要通过制度
建设来形成企业减赋
长效机制。

防
止
资
本
逃
离
实
体
经
济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中
信
重
工
机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党
委
书
记
、董
事
长
任
沁
新

目前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仍是
关系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
重大战略问题，也是整个现代化进程
中长期面临的发展难题。由于市场经
济形势、农业产业的弱势以及传统思
想观念等因素的影响，自上世纪90年
代末国家招生就业并轨以来，我国农
林高校涉农专业优质生源流失持续加
剧，农科毕业生从事“三农”工作的比
例也在逐渐降低。

建议国家关注农林高校涉农专业
优质生源流失加剧现象，关注优秀农
林人才基层就业的尴尬局面，应当从
三个方面着手解决日益突出的基层农
技专业人才匮乏问题：

一是提高农林高校涉农专业生均
拨款。农林高校涉农专业均具有实践
性强、培养成本高的特点，提升人才培
养质量需要由国家投入更多的资金。
建议教育部、财政部、农业部等相关部
委在出台提高农业高校生均拨款政策
时，应当将政策延伸并涵盖地方尤其是
中西部省属农林高校。

二是减免农林高校涉农专业学生
学费。国家相关部委应当尽早研究出
台减免农林高校涉农专业学生学费的
指导性甚至强制性政策，甚至可以采
取中央财政资金和地方财政资金匹配
投入的操作方法，吸引优质生源报考
农林高校的涉农专业，对提高涉农专
业人才培养质量和未来农业工作者的
整体水平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是开通涉农专业学生招生、培
养、就业直通车。建议国家参照目前
在教育系统实施的“特岗教师”政策，
尽快出台依托农林高校定向招收、定
向培养、定向就业的“特岗农技师”政
策，打通农业技术推广的梗阻瓶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