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休息时间到
讨论不停歇

代表委员拍两会

    昨天，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社科界

别召开小组会议，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气氛
热烈。

休息时，在沪全国政协委员章义和、丁金
宏意犹未尽，继续就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的话题展开讨论。
在沪全国政协委员 吕红兵 摄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方翔 文

全国人大代表柴闪闪为快递业“同行”权益发声

为他们购买一份特殊保险
    “疫情期间，我在上班路上看

到，马路上大多是他们骑行的身
影，为千家万户送物资。我也问过

他们，怕不怕自己被感染。对于他
们来说，工资收入更多的是依靠计

件的累加，一旦无法上班，对家庭

的生计影响很大。”全国人大代表
柴闪闪口中的“他们”，是数以百万

计的快递从业人员，或许是因为
“同行”的缘故，履职 3年来，柴闪

闪对快递行业、快递从业人员的关
注从未间断。

会前做足准备
说起今年的两会，柴闪闪说，

他明显感觉到国内老百姓的关注

度比往年更高，也更期待。“我在一
线经常听见大家在问，疫情什么时

候能结束。虽然这个问题没有明确

答案，但两会的召开对大家来说就
像一个信号，说明我们的疫情防控

已经常态化。”
为了确保自己能顺利参会，会

前半个月，柴闪闪做足了准备，朋
友聚会不参加，人多的地方不去，

基本单位家庭两点一线，以避免感

染风险，保证正常出席大会，履行
自己作为人大代表的职责。

权益如何保障
今年是柴闪闪作为全国人大

代表履职的第 3个年头，来自邮政

系统的他，一直关注快递行业发
展，为快递人员的权益鼓与呼。

“疫情期间，很多银发群体学
会了网上消费，在线经济规模化，

我们常看到生鲜配送、外卖人员在

配送途中因为违反交规被罚，但罚
款对于这种现象来说只是治标不

治本。配送行业的隐性服务要求就
是‘快’，一旦超时，企业对他们的

处罚是百分之百无死角。”因为要
抢时间，生鲜配送、外卖人员交通

违法行为频发，而这并不能一罚了

之。如何维护他们的权益？是否应
该有一个统管部门？这是柴闪闪想

要寻求的答案。
在柴闪闪眼里，疫情期间，这

些生鲜配送、外卖人员在应对突发
性事件的风险和危害时，其权益却

没有得到保障。“我问他们，担不担
心自己感染？大多数都是担心的。

相关企业、部门是不是可以为他们
购买特殊保险，提供相应的保障？”

当好“社区喇叭”

“我还有一个想法，希望相关
部门可以用好快递员这个群体。”

柴闪闪听过很多快递从业人员的
心声，他们大多是农民工，在城市

打拼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渴望融
入自己服务的城市，希望得到大众

认可。柴闪闪说，快递员的优势在
于体能好、路熟，对社区熟悉。“是

不是可以发挥快递员的‘小喇叭’
作用，让他们参与到社区的公益活

动中，让他们不再是‘陌生人’。”
中国邮政曾经的“预防邮路”

让柴闪闪看到了可能性。“我也问

过部分快递员，他们非常愿意融入

社区，希望相关部门可以重视这个

群体。” 本报记者 毛丽君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

类自己，事关生态延续、国家公共
卫生安全的大事。”今天，记者采访

了来自上海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
表陈晶莹，她已提交修改《野生动

物保护法》的议案并认为，亟需完
善法律，加大处罚力度、理顺监管

机制等。

买卖杀戮不止
打破自然和谐

“尽管国家三令五申，也有相
关的法律出台，但非法捕猎、食用

野生动物现象仍屡禁不止。”为了
提交这份议案，陈晶莹做了大量

“功课”，包括调查研究世界各国对
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法律等。

她介绍，我国仍有部分地区存

在食用、消费各种野生动物的陋
习，爱吃“野味”、崇尚“药补”等现

象突出。买卖和杀戮，使野生动物
数量锐减，栖息地遭到破坏，自然

和谐被打破。

SARS、H7N9禽流感、埃博拉

等新发传染病，最初的“元凶”都被
确认来自野生动物，野生动物是大

量病毒的宿主。“这些野生动物未
必是列入濒危范围的，属于非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但是，给人类生命、
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

保护野生动物
修订迫在眉睫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在制
定《野生动物保护法》时，更多强调

野生动物资源属性，侧重对作为资
源的野生动物的利用。”陈晶莹介

绍，随着野生动物保护的必要性与
紧迫性日益凸显，2016 年修订的

《野生动物保护法》在野生动物保

护方面虽发挥一定作用，但从实际
操作、实施情况看，效果并不理想。

她认为，修订与完善《野生动
物保护法》迫在眉睫，应借鉴他山

之石，修正立法定位，分层分类扩
大适用范围，提高立法的可操作

性，加大惩罚力度，完善监管机制，

提高监管效力。

加大惩罚力度
不留监管“盲区”
具体的修改建议包括：
在立法目的上，修改为：“为了

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

障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推进国家生
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

定本法”。

在适用范围上，将保护范围扩
大到所有野生动物，但经科学论证，

明显对人类有害的野生动物除外。
如何加大惩罚力度，提高违法

成本？一方面要从购买源头严打野
生动物交易行为。另一方面，要扩

大野生动物管理范围，严禁个人和
餐饮机构等购买和食用任何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一旦发现不仅要
依法处罚，而且要公告餐饮机构违

法经营行为，取消其经营资格，列

入行业黑名单；个人违法违规行为

要记入个人诚信档案，形成公众和
社会舆论压力；对利用互联网开展

野生动物交易的，平台主体应与买
卖双方共担责任，接受处罚。”

她表示，在参考了其他国家的
处罚力度后，建议将现行法律中规

定的罚款金额修改，提高到“并处

猎获物价值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
的罚款；没有猎获物的，并处三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同
时，增加对于濒危动物非法交易的

处罚规定，对从事濒临灭绝的野生
生物非法交易的企业处 50万元以

上 50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针对监管“盲区”和执法
“中空地带”，她建议将制定政策与

立法的管理职能与督促政策与立
法施行的监督职能相分离，厘清有

关部门的管理职责，提高职能部门
的法律地位、权威性、专业性和行

政执法效力。 首席记者 宋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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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陈晶莹建议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

扩大保护范围提高罚金

     ■ 随着野生动物保护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日益凸显，2016年修订的 《野生动

物保护法》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从实际操作、实施情况

看，效果并不理想。应借鉴他山之石，修正立法定位，分层分类扩大适用范围，提高

立法的可操作性，加大惩罚力度，完善监管机制，提高监管效力。

    2020 全国两会是一次特
殊的两会。 今年两会不仅在召
开时间上有所延迟， 而且会期
缩减，开会方式也有了新变化。

在全世界疫情还在蔓延的情
况下，全国两会的开幕，是对
我国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的一次有力诠释，也意味着疫
情常态防控下社会开始回归正
常运转。

政协开幕式上， 我在现场
聆听了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所作
的政协工作报告，感受很深，整
个报告思路清晰，内容丰富。这
是一份凝聚共识的报告， 是一
份鼓舞人心的报告， 是一份催
人奋进的报告。同时，汪洋还介
绍了今年政协的六项主要任
务。这些都让我们感到振奋，也
感到肩负的沉甸甸的责任。

作为工商联界别的政协委
员， 我比较关注如何尽快恢复
经济发展，推进复工复产。我认
为， 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需要切实提高五个 “免疫力”：

个人免疫力、家庭免疫力、企业
免疫力、 国家免疫力和民族免
疫力。全民健康是群众基础，家
庭亲情融洽能够铸造社会和谐
的免疫力， 勇于克服各种困难
是企业能够健康发展的免疫
力， 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能力
是国家免疫力， 中华民族精神
是民族免疫力。 这“五力”真正
强大了， 那么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也终将实现。

当前， 国内外形势复杂严
峻，各方面挑战前所未有。这个
时候特别需要团结的力量、坚
韧的精神与激情的状态。 我们
要以更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强化委员责任担当， 深入凝聚
共识，凝心聚力，为确保完成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再立新功，作
出新的贡献。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