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质生产力，本质是什么？通俗

一点说，就是创新的、优质的先进生

产力。

那么，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怎样

的大学教育？且听全国人大代表、上

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院士娓娓道

来，通俗解说“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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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师延财走出青海海西都兰县，进入

四川核工业技师学院。

27岁，荣获全国电力行业焊工职业技能

竞赛选拔赛暨中核集团公司焊工竞赛冠军，

四年后成为全国技术能手。

32岁，当选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

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

16年间，从走出海西都兰到走进人民大

会堂，90后“大国工匠”师延财代表坚信“梦想

的力量”。

年轻好学
一张特别的照片，让人们对师延财代表

印象深刻。那是2023年3月5日下午，上海代

表团全团会议结束后，会场里还有一位代表

在那里写写画画做功课。

他，就是上海代表团最年轻的90后代表

师延财。他是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高级技能大师，他的专长是焊接。做焊

工，精益求精；代表履新，一样一丝不苟。

不少人都有印象，每有代表履职活动，

年轻、好学的师代表，常常是最早到、最后走

的那一个。今年3月3日，上海代表团离沪赴

京出发时，听说连任两届的老代表李丰前些

天专门实地调研了罕见病医保情况，师代表

大呼：“这么重要的事，叫上我呀！”觉得错过

调研太遗憾，强烈要求后续参与。

听得李丰代表也笑了：“小师，你天南地

北到处跑，谁知道你在哪里焊接呢！”

焊花绚烂
没错，哪里有核电，哪里就有中国核建

中核检修，哪里就是师延财工作的地方。在

核电站，焊接，是必不可少的专业岗位。

在师延财眼里，焊花，也是最美的花。

16岁那年，初中毕业的师延财第一次看见焊

接，夜色里，湛蓝的焊弧仿佛烟花绚烂。

机缘巧合，几个月后，他进入四川核工

业技师学院学习焊接，人生从此改变。

2017年，中核集团公司焊工竞赛中，师

延财凭借高超的技艺夺冠。每一朵焊花，背

后都是矢志不渝的匠心和坚守，是从门外汉

到大国工匠的奋力拼搏。

一个心愿
师延财代表有一个心愿——将每年的9

月27日设为国家“核科学日”。希望以此为

起点普及核能知识，铭记核工业创业初心。

他说，设立国家“核科学日”，可以激励

核工业人和核科学工作者在核科技创新的

道路上不断求索；可以让更多年轻人了解、

知晓核科学，激发爱国情怀，弘扬民族精神。

去年，师延财代表已向十四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提出代表建议，建议设立国家“核

科学日”，今年他将继续为此提交代表建议。

本报记者 姚丽萍

16岁走出青海海西都兰，32岁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

  后“大国工匠”坚信“梦想的力量”一线代表、委员吐心声

我在北京开两会

今年的全国两

会备受瞩目。走过

冬天，人们迫切期

待听到春的消息。

今天上午十四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开

幕，李强总理所作

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关于“一增一

减”的两组表述，引

起了大家的关注。

虽只是这个重要报

告的细节，但其中

蕴含的为民情怀令

人感慨。

在 谈 到 今 年

工作的打算时，李强总理提到，“城乡居

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提高  元”“居

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  元”。

这就是我们大家期待的每年国务院政府

工作报告的“红包”之一。“  元”和“  

元”，看似两个小数字，但此时此刻国家

依然在两个重要的民生底线上不退

让，而且再加码，殊为不易。

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当前我

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

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

仍然较多，一些地方基层财力比较紧张

……换句话说，国家现在并不是口袋里

很宽裕的时候。但再难，群众的基本福

祉、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仍然是第一

位的考虑。在看到增加基础民生保障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政府在“勒紧裤腰带”。

工作报告指出，中央财政加大对地

方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适当向困难地

区倾斜，省级政府要推动财力下沉，兜牢

基层“三保”底线。同时，“严禁搞面子工

程、形象工程，坚决制止铺张浪费。各级

政府要习惯过紧日子，真正精打细算，切

实把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用出实效

来”。这几句话可谓振聋发聩，让群众听

了感到振奋和安心。

这“一增一减”，增的是群众的基本

生活保障，减的是各级政府的不必要支

出。增的是群众的信心和政府的形象，

减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的形式主

义、铺张浪费风气。这一道简单的加减

法，佐证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铿锵宣

言：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努

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

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预制菜是新兴事物，在某些领域和场合

可以合理应用，但不可泛滥。”今年两会上，全

国政协委员、月星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佐宏带来

了一份提案，呼吁应审慎推行预制菜，保护传

统美食文化。

预制菜目前在我国发展快速。有数据显

示，2022年中国预制菜市场规模达4196亿元，

未来预计将形成万亿级市场。同时，由于生产

监管等环节缺少国家统一标准等原因，也导致

预制菜生产质量良莠不齐，产业发展野蛮无序

的现象出现。

“预制菜的迅猛扩张，带来一定的影响。”

丁佐宏认为，这不仅容易破坏千百年来所形成

的千家万户各具特色的美食基因和厨艺文化，

还会影响饮食习惯。一个厂家代工生产多种

风味和品牌的产品，容易让预制菜千篇一律，

导致严重的同质化问题。

此外，丁佐宏提出，对于线下餐饮，预制菜

只需简单地加热或者翻炒就可食用，节约了时

间和人力成本。但预制菜目前缺乏同意标准，

难以保障食品安全。由于预制菜的全国统一

标准还未出炉，让大众对于预制菜的食品安

全、营养品质等存有质疑。一些预制菜安全质

量问题的发生，更加剧了社会的负面观感。

“中华美食是中华民族的世界名片，不应

该因为千人一面般的预制菜而被温水煮青蛙

式地泯灭。强制标准的缺失，导致推行预制菜

的法制条件不成熟。技术条件的限制，导致技

术经济成本难以被消费市场接受，因为必须全

冷链、全封闭运营，才能保证食品安全，而这必

然导致成本上升。”丁佐宏认为，要切实保障社

会大众对于预制菜消费的告知权与选择权。

他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在执行和监管环节，应

尽快制定相关落地细则，规定相关餐饮企业和

商家必须主动清晰公示相关菜品来源是否为

预制菜，零售型预制食品必须在外包装上清晰

注明所有配料及所含添加剂，特别是保质期要

科学合理。

同时，预制菜进学校、进社区需谨慎而为。

在统一国标形成之前，预制菜进学校或社区必

须严把质量关。相关部门要增加学生家长代

表或社区居民代表的意见听取及投票环节。

丁佐宏提出，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就预

制菜的生产、运输、认证、追溯等全环节、全链

条，形成全国统一标准，并将预制菜的加工和

销售列入专门的工商经营范围，规范并提高行

业准入门槛。此外，丁佐宏建议，由于预制菜

行业鱼龙混杂，因此政府和行业应谨慎对待相

关产业的金融扶持和资本运作。同时鼓励社

会大众通过媒体、社交平台等渠道，形成预制

菜的全民监督氛围，并完善线上的消费者投诉

和反馈机制，及时回应百姓关切。

特派记者 陈佳琳 屠瑜
（本报北京今日电）

保护传统美食文化
推行预制菜需谨慎

全国政协委员丁佐宏建言加强监管形成统一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