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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历了世

界历史上规模最大、 速度最快的城
镇化进程。

2019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超过 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
到 43%。 城市已成为一个复杂的社

会机体和巨大的运行系统， 面临着
比以往更多、更复杂、影响更大的风

险威胁。 2020 年突发新冠肺炎疫
情， 再次引发大众对城市安全风险

防控的关注。城市风险管理，已成为

今后我国城市治理的重中之重。

因此， 我建议建立巨灾和传染
病保险机制， 探索将法定传染病流

行风险纳入巨灾保险的保障范围。

SARS 和新冠肺炎提升了政府、企

业和居民对传染病的风险认知和保
障需求， 也让保险行业对传染病的

风险形态有了更为全面深入的掌
握。新冠疫情期间，保险业主动向抗

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公安民警、社区
工作人员等提供了包含新冠肺炎责

任的赠险， 并拓展部分现有产品的
保障责任，在未增收保费的情况下，

实际的理赔情况也都可控。 单独的
传染病保险由于发生概率极低，难

以定价，很难运行；但应考虑将法定
传染病保障纳入巨灾保险的保障范

围，通过限定赔付的人群、保险金额
和赔付方式等，确保承保风险可控，

又能满足政府、企业的保障需求。

    “希望国家给我分配一个男朋

友。”一位援鄂单身医护人员的一
句玩笑话，却引起了全国政协委

员、上海众人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董事长谈剑锋的关注。通过一系

列的调研，谈剑锋委员发现，当前
单身人数逐年递增，单身现象已成

社会普遍问题之一。今年，谈剑锋

委员提交了一份《关于倡导婚恋新
风、加强情感疏导工作、同时开放

全国统一的婚恋登记信息查询平
台的提案》。

据 2020年 1月民政部发布的
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婚姻登记机

关共办理结婚登记 947.1万对，年度
结婚登记对数首次跌破 1000万对，

自 2014年以来持续下降；离婚登记

415.4万对，连续十多年上涨。

在谈剑锋委员看来，在恐婚一
族中，房子、车子、票子是压倒青年

的“大山”之一；工作繁忙、交际面
窄，缺乏可信有效的联谊交友渠

道，是青年“被单身”的主要原因之

一；由于天价彩礼、大操大办而因
婚致贫、夫妻矛盾不断，是导致离

婚的重要原因之一；恋人或夫妻之
间的感情纠纷缺乏专业的情感疏

导，也是导致双方矛盾升级陷入死

结直至分手或离婚的主要原因。

谈剑锋委员在调研中发现，婚
恋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大量

婚恋网站和婚介服务机构应运而
生，然而，婚恋行业红火景象的背

后却也存在不少问题。
为切实帮助青年解决好在婚恋

交友方面的烦心事，谈剑锋委员建

议，由民政部联合相关单位共同搭
建全国统一的婚恋登记信息查询平

台，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向公民和相

关企事业单位适度提供公民婚姻状

态查询功能，从而保证婚恋网站和
婚介服务机构能有效甄别客户婚姻

状况，不再让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
另外，可以由共青团中央等牵

头，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全面结合新
时代互联网新技术和手段，为广大

单身青年搭建信任与交流的平台，

开展线上线下青年联谊活动，帮助
广大青年收获爱情、拥抱幸福。

积极推动移风易俗，倡导文明

婚恋新风，教育引导青年抵制大操

大办、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谈剑
锋委员认为这也很重要，他同时建

议，从心理学专业角度出发，针对
青年婚前、婚后、产前、产后、育儿、

孩子成长等系列阶段容易产生的
各类情感问题，制定专业的干预措

施，培养专业的心理情感疏导师，

帮助青年收获幸福，又能在心理情
感领域创造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

首席记者 方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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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国家应急物资保障体系
实施动态储备兼顾流通救援

    上海代表团驻地，视频采访室虚位以待。

“代表马上就到了，请各位赶紧进入会
议室！”一位记者呼朋唤友。不过，记者们要进

的会议室不是这个视频采访室，而是“腾讯会
议”App。即将进入这个视频采访室的人，是

几位应邀接受在线采访的人大代表。就这样，
“云采访”，马上就要开始啦！

本报记者 陈正宝 姚丽萍 摄影报道

“云采访”，

马上开始啦！

一句玩笑话引出一份政协提案

“希望国家给我分配一个男朋友”

     ■ 构建疫情环境下的国家应急物资保障供应体系，增强全员快速反应能力，保障

疫情防控需要，应成为提高防控水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战略目标。

■ 建立完善有效的应急物资储备机制与配置体系，要考虑国家的实际情况。 在储

备结构上，建议将国家储备和民间储备相结合。

拿得出 调得快 用得上

两会影话

    密切关注疫情防控期间应急

物资保障供应过程的在沪全国政
协委员、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均金在一份提案中列
举了系列应急物资供应“短板”后

认为，构建疫情环境下的国家应
急物资保障供应体系，增强全员

快速反应能力，保障疫情防控需

要，应成为提高防控水平，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的战略目标。

王均金指出，应该完善国家
储备体系，科学调整储备的品类、

规模、结构，提升储备效能，优化关
键物资生产能力布局，做到关键时

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

王均金委员建议，提升突
发事件的响应能力，顶层设计

物资保障体系，将“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常态化、制度化，以

保障当重大疫情发生时，部门
之间不推诿、不扯皮，能够快

速、果断决策，以防延误时机。

修订完善国家和地方应急物资
管理的法规，明确相关部门职

责。具体规定紧急情况下应急
相关物资调配权限、储备管理

职责、应急征用企业物资范围、

储备物资品种以及地

方物资储备金和风险
准备金制度等内容。

出台相关政策，建
设一套“平战结合”的应

急物资采购、配送体系，授权和鼓
励部分有良好社会责任记录和经

营实力的民营企业组建贸易公司，
允许其在全球范围内采购、接收、

通关、运输防疫物资，参与医疗物

资贸易相关经营，促进其日常熟悉
和搭建全球采购网络，特殊时期发

挥灵活应战的经营优势，提高采购
效率；各地政府支持有条件的民营

医疗贸易进入医疗领域的供应商
名单，促进应急保障多样化能力建

设，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和民间组织
生力军的作用，发挥市场在全球资

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统筹海陆空
资源，促进彼此有效衔接、互为补

充，形成组合优势，构建立体、综
合、现代的应急物流网络。

王均金委员还建议充分发挥
数字技术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利用大数据构建重要物资的生
产、储备空间布局。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思想众筹

    “为了迅速有效应对

重大突发公共灾害性事
件，增强医疗卫生、食品

等各类应急物资保障能
力，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应

急物资储备机制与配置体系迫在

眉睫。”全国人大代表刘艳表示。
身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长的刘艳说，
建立完善有效的应急物资储备机

制与配置体系，要考虑国家的实际
情况。在储备结构上，她建议，将国

家储备和民间储备相结合。国家储

备以“政府仓库式储备”为主，民间
储备以“企业市场化储备”为主。

“政府仓库式储备”要按照政府有
关部门的评估，确定保有一定量库

存以备应急；“企业市场化储备”是
指“生产性储备”，其中包括设备、

熟练工人等“生产能力储备”和中
间品、原料和定量的库存周转，是

机动性较强的动态化储备，能够确
保灾害发生时在短时间内生产和

筹集足够的救援物资。
在物资配置上，要加快物资

保障储备基地建设。“国家层面，
根据目前行政大区的设立，由国

务院应急管理部直辖管理；各省

（直辖市）、市、县层面，结合本地区
具体灾害可能发生规律进行分析，

设立适应本地域需要的储备物资
基地。”刘艳说，物资储备中心也可

作为配送中心，针对有保质期的物
资，可以和定点生产企业订立对应

的定期库存物资轮换机制协议。

而应急物资储备则要与相关
产业协调发展，要根据城市人口

数量、所在区位和自然条件等要
素，制定地方应急物资储备的数

量规模与管理制度，充分整合社
会闲置仓储资源，积极发挥当地

物资生产能力。“同时，不同的物
资根据其特性也要有相应考虑。”

刘艳举例说，针对食品药品等储
存周期短的物资，应选择实力强、

信誉好的企业进行市场化储备，
企业要确保储备量，做到“灾时救

援、平时正常流通销售”：“比如猪
肉由肉猪猪身储备转变为分类小

包装储备于冷库，进口肉食可以
在保税库分割加工、小包装冷冻

储备。这类应急储备平时可在市
场上正常销售周转，灾时可立即

驰援灾区。” 本报记者 毛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