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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红色之城。传承红色基因，提升城市精神品格，需要用好

创意产品。其中，拓宽红色文创产品的推广渠道，十分必要。

建议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上海本土老字号等知名品牌的

合作机制，推动“上海牌”“老字号”传承“红色基因”，促进红色文创

产品深度融入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同时，大力推广

“一大文创”等优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文创品牌，适时建立“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文创联盟”。此外，搭建专业的红色文创资源版权授权

平台，推动孵化优质文创版权产品，实现数字档案在红色文创资源

版权授权平台的有效利用，借“数字化”助力更多优质红色文创产

品研发。

如今，“文具盲盒”成了中小学生的新宠，有的学生买笔为了抽

到隐藏款，花费上千元。文具行业的盲盒营销给青少年带来诸多不

利影响，如盲盒的“赌性”对青少年性格成长的危害，文具盲盒带来

的社交绑架和攀比行为，盲盒营销造成的文具设计娱乐化倾向等。

盲盒营销模式比较新，国家层面的立法还尚未涉及，在本市地

方立法虽有探索，但相关规定也比较原则和宽泛。比如在《上海市

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中，规定了开展随机销售活动不得违反法

律、法规的规定，不得违背公序良俗。针对文具盲盒存在的上述问

题，目前缺乏针对性的、具体的法律规定。

建议采用修正案的方式在《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中增加

对文具盲盒的专门规定。一是规定不得在以青少年为主要用户的

文具产品（包括卡牌）中采用随机销售性的产品设计或营销方式；二

是规定盲盒式文具产品（包括盲盒式卡牌）不得进入本市中小学。

建议增加AED设备覆盖率

推动上海牌、老字号传承“红色基因”

未成年人保护立法规范文具盲盒

每年我国因心脏骤停而死亡的有50多万人，心脏骤停后的4分

钟是急救黄金时间，而自动体外除颤仪（AED）是简单可操作的救命

“神器”。

目前上海的地铁站都配备有AED，以备不时之需，但公共场所

AED的普及率还是远远不够。北京在2022年实现地铁、火车、学校

AED的全覆盖；海南三亚市164所学校AED全覆盖；早在2017年，深

圳就启动“公众电除颤计划”。

建议有关部门加大AED的覆盖率，在商场、文化体育场所、学

校、社区等区域配备AED设备。在小学、初中课程中设置急救课程，

以线上和线下的形式开展AED使用宣传，教会更多的人使用AED，

以便在需要的时候敢用、善用AED实施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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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居民购买并长期持有基金
目前，居民金融资产结构中，存款和类存款型银行理财产

品占比超过80%，去年居民存款新增量相比2021年接近翻倍，

而基金的增长速度较之远远落后，甚至大量债券型基金在年末

出现大额赎回。对比香港、纽约等地居民的金融财产中基金占

比超过50%，我们的本土基金还需要提高产品吸引力并增加客

户黏性。

建议通过补贴等形式，鼓励居民购买并长期持有基金。居

民可凭上一年度的个税完税凭证、基金申购和持仓凭证，向主

管部门申请补贴，经核实和计算后，主管部门向居民发放本地

消费券或附带消费要求的数字人民币，以此在鼓励居民购买基

金的同时，拉动本地消费、推广数字人民币。

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当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超过320

万人，约占全部1660万适龄劳动人口的19.3%，新就业形态的

劳动者数量已不容小觑。但其相关的职业体系建设却较为落

后，不仅不利于劳动者权益保护，也不利于相关行业的健康成

长，更不利于劳动者队伍的和谐稳定和社会面的共建共享。

建议夯实行业协会或工会组织主体职能，完善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措施。可成立行业工会，广泛吸纳劳动者

入会，并联合行业内平台企业特别是头部企业，共同建立服务

全行业劳动者的制度体系；由行业组织介入仲裁，设置行业志

愿者制度，建立健全服务体系，要求平台企业改良“以罚代

管”，以评分制代替直接罚款，并设置便捷的“一键申诉”渠道，

由行业组织介入仲裁；以职业水平评定体系为抓手参与治理，

并和公共服务等相关福利挂钩。

为承接和延续进博会各项免税优惠政策，帮助“展品”变

“商品”，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上海淮海新天地进口贸易功能

区等项目都进行了有益尝试。但是目前尚未完全解决“展品”

进入国内市场所受的政策瓶颈，进博会溢出效应也因此未能完

全激发和显现。

建议在黄浦、静安等两个上海首批国际消费城市示范区，

依托豫园、南京东路、淮海路等世界级商圈建设，挖掘中心城区

消费人群结构优势，进一步落地进博免税商品的线下消费场

景，激发消费活力，汇聚世界好物，满足中国消费者对幸福生活

的美好向往。

推动“进博商品”落地中心城区

“接下来有哪位代表想要发言？”听到这句
提示后，赵新星深吸一口气，举手示意接过话
筒，开始了她作为市人大代表的第一次分组
讨论发言。今年是本届市人大代表履职的开
局之年，近六成是新任代表，这位“90后”代表
便是其中之一。新老代表同场履职，一场事
关人大代表使命的传承，在今年两会现场拉
开了序幕。
“第一次在分组讨论中发言紧不紧张？”

这位崇明代表团的年轻代表坦言：“在这么
多优秀前辈面前履职，当然紧张！”得知自
己当选市人大代表后，喜悦自豪转瞬即逝，
很快就被压力所替代。曾经眼前的“一亩
三分地”就是生活的全部，但突然之间，关
注视角必须放大到全局，民计民生、制订战

略、立法修规……事事都要关心，越到履职
之时，越能感受到“人大代表”这四个字的
分量之重。
和赵新星一样，许多新任代表要面对

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身份与视角的转变。
在某一领域，他们都是毫无疑问的专家翘
楚。但此时此刻，必须跳出自己的社会身
份，以更高站位视角审视问题。有一个例
子令赵新星印象深刻，一位代表提出“长
江隧桥免费通行”的建议，获得了许多代
表的支持，但此时一位老代表提醒了一
句：“收费也堵成这样，免费通行会变成什
么样？”
通过这场讨论，赵新星发现，作为一名

新任人大代表，加强学习、听取各方建议、
积极建言献策自然不用多说，还有一项能
力特别重要，要打破自己原有看世界的方
式。事关民生大计，没有一件是容易事，往

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调整都必须站在
全局的高度，从不同角度调查研究、推理论
证，经过反复推敲打磨，才能形成最具可行
性的优质建议。“人大代表，要当好是真不
容易！”
而“新手代表”的感慨，连任代表们也是

深有体会，他们同样经历过这样的心路历
程。今年是吴坚代表履职的第十个年头，他
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在第一次履职时因为身
份转变所带来的冲击。“从法律的执行者，到
法律的制定者，从为客户服务，到为了千家
万户选民的福祉履职，我用了一年时间去适
应。”吴坚说，对于许多年轻代表而言，必须
经历这一认知上的转变。
但当适应了这一身份转变之后，就将打

开一片新天地。在经过充分学习、调研、论
证、思考后，新任代表们将突破原有社会身
份的惯性思维，以更高维度的视角建言履

职，推动社会各方面的进步发展。
在今年两会的“首秀”中，新任代表们

通过加强初任履职学习，准确把握代表建
议的法定要求，提出了许多质量较高的代
表建议。因为事先进行了深入调研，他们
提出的建议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可行性。
连任代表们则发挥传帮带作用，在初任代
表履职学习班、代表团组团会议、大会期间
等场合与新代表深入开展履职交流，主动
传授履职经验，积极转化履职成果。据
统计，新任代表通过专题调研、视察、联系
人民群众等履职活动，形成了393件代表
建议。
可以期待，明年的此时此刻，新任代表

们将变得更加自信从容，逐渐从前辈手中接
过重任，成为建言献策、为民发声的中流砥
柱。新老传承、世代更迭，我们正在见证又
一个轮回的启幕。

人大代表的“新老传承”
李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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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版）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人民政
协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政协常委会工

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引导参加政协的各党派

团体、各族各界人士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凝心聚力为实现中共

二十大擘画的宏伟蓝图和市第十二次党代会

明确的目标愿景而团结奋斗。要着力彰显政

协常委的表率作用，在“懂政协、会协商、善议

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上立标杆、作表

率、当示范，引领广大委员积极投身上海当好

排头兵、先行者的生动实践，为上海当好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贡献

智慧力量。要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的基础

性作用，立足专门领域、体现专业水准，高起

点、高质量、高标准实施好年度履职计划，确

保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加精准聚焦、更加专

业高效。

市政协副主席张恩迪、陈群、肖贵玉、金兴

明、黄震、虞丽娟、吴信宝、寿子琪、钱锋出席。

高起点高质量高标准履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