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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姚丽萍）十三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

昨天举行小组会议，审议关于修改

地方组织法的决定草案、关于代表

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修改

稿、特别行政区选举全国人大代表

的办法草案修改稿、“两高”工作报

告。市委书记李强代表，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代表，市委

副书记、市长龚正代表，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上海代表团团长蒋卓庆

代表参加。

舒庆代表说，“两高”报告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通篇贯彻习

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绝对领

导，坚守政治责任，以法治为高

质量发展护航，有政治高度、法

治力度、民生温度，彰显了“中国

之治”的优势。最高法、最高检

坚持服务大局，充分发挥法治引

领规范和保障作用。坚持司法

为民，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和公平正义的新期待。坚

持公正司法，以司法体制改革为

牵引，在制约监督中依法履职。

坚持自我革命，锻造忠诚干净、

担当的过硬队伍。

刘晓云代表说，“两高”报告通

篇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既有政

治高度又充满法治精神，既有司

法力度又充满了民生温度。过

去一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围绕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忠实履行法律

监督职责，自觉在增强国家治理

效能、提升依法履职能力、保障

人民权益、加强过硬队伍建设中

展现担当作为。最高人民法院

在服务保障大局上展现责任担

当，在解决诉讼难题上彰显人民

情怀，在公正司法裁判中弘扬社

会正气，在提升司法质效上体现

改革创新。

张本才代表说，最高人民法院

报告处处彰显“国之大者”，时时紧

贴民之所向；法治引领一以贯之，

改革活力持续释放；数字蝶变一马

当先，司法素能持续提升。全国检

察机关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

觉、检察自觉，把习近平法治思想

落实落细，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更

重责任，推动刑事、民事、行政、公

益诉讼检察取得新进展，交出一份

出色答卷。

陈力代表说，“两高”报告积极

回应社会关切，贯穿公平正义的主

线，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维

护群众合法权益，运用信息化、数

字化技术，推动改革创新、提升工

作质效。建议进一步充实人员力

量，提升司法队伍专业化；进一步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知识产

权的重复侵权、恶意侵权等行为加

大惩罚力度。

王俊峰代表说，“两高”报告全

景展现了我国审判检察工作的司

法画卷，充分体现了深化司法改革

和全面推动依法治国取得的成

就。建议高度重视同类案件判决

标准统一性的问题，持续解决执行

难问题。

许宁生代表说，这几年法院受

理和审结的案件数量逐年下降，切

实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建议持续加大力度推进实施民法

典。同时注重“两高”队伍建设，出

台关爱保护检察队伍和法院队伍

中各类人员的办法。

吴光辉代表建议，对未成年

人、外来务工人员、残疾人、老年

人等诉讼能力较弱的群体，探索

经济纠纷案件的自诉转公诉方

式，维护这些群体合法财产权

益。同时讲好司法和检察机关故

事，宣传优秀法官、检察官典型案

例，弘扬公平正义，引领社会尊崇

法治的风尚。

董传杰代表建议，继续依法

严厉打击网络犯罪，加强个人信

息保护。坚持全链条惩治，依法

从严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

罪。发挥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

察双向合力，加强公民个人信息

公益保护，推动个人信息保护惩

罚性赔偿。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

春耀代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

主任委员殷一璀代表，上海代表团

副团长刘学新代表参加审议。

本报讯（记者 姚丽萍）上海

代表团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共提出议案27件，建议141件。

昨天下午，上海团代表提交议案建

议情况发布。

据上海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市

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刘世军介

绍，上海代表团向大会提出议案

27件，建议141件。其中，以代表

团名义提出议案3件，建议2件。

27件议案中有25件为立法类议

案，内容涉及经济发展、社会治理、

民生保障、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公

正司法等领域的立法和修法；有2

件为监督类议案，内容涉及外商投

资和商业银行法的执法检查。141

件建议中：涉及经济建设方面68

件，社会建设方面45件，法治建设

方面19件，文化建设方面5件，生

态文明建设方面4件。

代表议案建议的主要内容涉

及——

■ 围绕经济平稳运行，提出
了修改仲裁法、企业破产法的议
案，以及培育推进数字经济发展、
合理界定证券发行中介机构责任、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建议；

■ 围绕稳市场主体保就业，
提出了缓解中小企业市场准入难、
规范新就业形态用工关系、完善高
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等建议；

■ 围绕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提出了完善基础研究、推进我国生

物医药产业发展、支持智能网联汽
车加快发展、推动集成电路产业保
险发展等建议；

■ 围绕推动外贸外资平稳发
展，提出了开展外商投资法执法检
查的议案，以及持续高效运营中欧
班列、加大支持“进博会”工作、提
升沿海捎带效率等建议；

■ 围绕加强社会治理，提出
了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消防法等
议案，以及支持公益性捐赠健康发

展等建议；
■ 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

出了规范养老社区发展、完善配套
体系促进“三孩”政策落地、建立健
全困境儿童心理关爱和救助机制、
开展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等
建议；

■ 围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提出了数字人民币稳定币研发、强
化我国种子安全、破除数据和资金
安全风险等建议；

■ 围绕推动环境保护和绿色
低碳发展，提出了以科技动能促进
长江禁渔工作、修改国标建筑碳排
放计算标准、夯实绿色金融数字基
础、支持制造业应对双碳挑战与机
遇等建议；

■ 围绕加强法治保障，提出
了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的议案以
及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制
度、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管
理、优化财产保全措施等建议。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养老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更是关
乎所有人的民生大事。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提到：“强化‘一老一
小’服务保障。开展普惠养老、
普惠托育专项行动，推进公共服
务设施适老化、适小化改造，加
快医养结合示范省建设，落实三
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试
点开展‘明眸皓齿、振兴立身’健
康工程。”
政府工作给出了“大目标”，

如何把“一老一小”工作做到老百
姓的心坎上，成为人们日常的“小
确幸”？在不久前发布的《上海市
促进养老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实
施方案》中就提到，鼓励金融机构
开发养老托育特色信贷，提供优
惠利率支持；发挥开发性金融支

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贷款作
用，向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大额
长期优惠贷款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表示，从
2007年起，她们的研究团队在全
国开展了“中国老龄化与成人健
康研究”。她认为，应将“适老化
改造”称为“适老化环境建设”更
为恰当，强调建设与改造同步。
她建议，除了要用市场机制促进
形成良性可持续的产业发展，更
要尊重老年人意愿，打造“居家+

社区日托+机构间歇性康复”组合
式养老模式。
中央在不断完善顶层设计，

地方也在持续“发力”推出配套政
策。去年，上海新增社区综合为
老服务中心51家、助餐场所201

个、养老床位5084张，改建认知
障碍照护床位2303张，完成居家
环境适老化改造6868户。在“一
小”方面，上海去年新增普惠性托
育点65个，开设小学生爱心暑托
班543个。随着新修订的《上海
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正式施行，
今年上海还将增加200家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站。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长宁

萍聚工作室党支部书记朱国萍十
分关注为老服务的资源投入问
题。她建议，在老旧小区改造和
新小区开发同时，将为老服务提
前规划考虑在内，打造“养老驿
站”、社区“嵌入式”小而美的微型
养老综合服务体等设施，为老年
人提供“家门口”基础的生活、健
康、文体、公共事业等服务，让老

年人在步行15分钟内乐享美好
生活。
加强“一老一小”人口服务体

系，也是在积极落实人民城市的
要求。建设人民城市，就需要针
对城市人口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
突出问题，来提高民生福祉。在
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三孩生育
政策在加速落地，像将3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
专项附加扣除，发展普惠托育服
务，减轻家庭养育负担等等。在
两会上，代表委员也给出了不少
建议。全国政协委员、共青团中
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在大会发言
中指出，如不果断采取有力措施，
我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进程将
会加速，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产生不利影响，必须增强忧

患意识，深刻认识人口政策调整
的战略紧迫性，鲜明实施积极的
人口政策、生育政策，更大力度鼓
励生育，促进优生优育。
他代表全国政协共青团界提

出以下建议：一是确立鼓励生育
的法律和政策导向；二是积极构
建全方位全链条鼓励生育的配套
政策；三是大力保障母亲权益和
女性就业权益；四是着力营造鼓
励生育的社会氛围。
“一老一小”的问题关系着千

家万户，从“一点一滴”做起，无论
是生育、教育，还是养老，都应回
归以人为本的城市初心，强化服
务标准的建设，丰富服务产品和
服务体系的发展，提高服务发展
的质量，这也是建设人民城市的
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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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涉及经济平稳运行、市场主体保就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推动外贸外资平稳发展、加强社会治理、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