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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的建议意见不只是纸上音符，而

要能奏响时代的和声。”作为全国政协委员

中少有的“双栖者”——既是执掌中国顶尖

音乐学府的校长，又是享誉国际的男中音

歌唱家，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的两会

时光，总在理性建言与感性表达间穿梭。

当被问及履职心得，他想起了上海的市花

白玉兰，“艺术和教育都该像这样，既要深

扎根系，又要向春天绽放。”

一串鼓舞人心的数字，仿佛乐章里最

亮眼的音符：去年，逾15万市民涌入上音校

园，在百年建筑里聆听课堂的回响；南太湖

国际音乐周的多元，拉动200多万旅游人

次、17.09亿元文旅产值；鼓浪屿音乐周的歌

声让当地民宿一房难求……这些跳动的数

据，正是廖昌永去年两会“释放艺术高校文

化生产力”建议落地后的铿锵节拍，既让文

化生产力得到市场检验，也用高质量的艺

术产品服务社会。

从聚光灯下的歌唱家到讲台上的掌舵

者，廖昌永完成了一次华丽的“声部”转

换。“过去是职业艺术家，关注个体与观众

的对话；现在是教育者，要思考学科建设如

何呼应时代需求。”身份的转变让廖昌永的

履职视角更显多维。谈及“明星校长”的光

环，他笑着以合唱作喻：“教育不再是‘单打

独斗’，需要凝聚共识——就像合唱，不同

声部和谐共鸣才能成就经典。”

这种跨界也渗透在廖昌永的履职中。

去年全国政协会议文艺界小组讨论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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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起跳起新疆舞，廖昌永在一旁用歌声加入

其中。文艺界的小组讨论有即兴高歌的浪

漫，也有带着数据与案例建言献策的务实。

谈及艺术院校的使命，廖昌永反复说

道：“我们要培养能创作时代所需作品的人

才，让艺术既扎根传统又拥抱创新。”在人工

智能浪潮下，他带领上音探索“创演研一体

化”模式，用歌剧《康定情歌》等成功作品验

证“课堂连接舞台，创作服务社会”的理念。

“最初有人担心开放校园会影响教学，

但艺术院校本就不该是‘象牙塔’。”廖昌永

回忆推动校园开放时的争议，如今这份建

议已结出硕果：市民可预约观看剧组排练，

美育讲堂与思政课向公众开放，校园音乐

会成为城市文化新地标……

被问及参会心情，廖昌永笑道：“既兴

奋又紧张。看到其他委员的提案，既受启

发也感压力——这不是‘内卷’，而是群策

群力的智慧激荡。”作为文艺界别委员，他

格外珍惜小组讨论的特殊氛围，文艺工作

者用专业语言探讨政策，歌声与舞步中流

淌着对文化的深情。

每一份建议，既要有主旋律的担当，更

需听见每个声部的光芒。面对即将开启的

会程，廖昌永说出对今年两会的期待：“履

职不仅是提建议，更是学习与升华。我会

把‘艺术服务人民’的理念化作更扎实的建

议，让每个音符都回荡在时代脉搏里。”

驻京记者 赵玥
（本报北京今日电）

一线代表、委员吐心声

我在北京开两会 廖昌永的“双声道”履职记

应立法规范社保缴纳责任
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和产业结构不

断调整，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

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的

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无论是从现有的立

法规制来看，还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遇到

的情况来看，灵活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保

障问题日益凸显。”贾宇说。

贾宇认为，当前社会保险体系覆盖不

足，灵活就业人员大多需自行缴纳五险一

金。但因收入不稳定，实际参保比例较低，

缺乏基本保障。

首先，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主要适用于

传统劳动关系，未能有效覆盖灵活就业人

员，导致该群体在医疗、养老等方面存在较

大风险。其次，部分外卖平台虽强制要

求骑手购买商业保险，但商业保险费用

由骑手自行承担，增加了其经济负担。

由于成本考量，骑手往往选择理赔金额

最低的保险，导致保障范围有限，难以有

效应对意外事故对自身及第三方造成的

经济损失。

贾宇表示，在此情形下，亟需通过立法

的方式进一步明确规范社会保险的缴纳主

体、保障范围、缴纳责任等，切实维护灵活

就业人员的权益。

期待多方携手强化权益保障
去年，上海法院审结涉外卖骑手、快递

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劳动争议案件

1223件。“在司法实践中，我们遇到了不少

案件涉及这类问题。”贾宇说，比如，有的外

卖骑手“被外包”，有的“被签订”自然人服

务合作协议，当工作中出现受伤等情况主

张权益时，用工平台或企业常常以此否认

彼此存在劳动关系，影响了灵活就业人员

维权保障。

目前，我国《劳动合同法》主要针对传

统就业方式，难以适应灵活就业的特点和

需求。大量灵活就业人员面临劳动合同签

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劳动关系认定

困难等问题，导致灵活就业人员在劳动报

酬、劳动时间、社会保障、劳动安全等方面

的合法权益保障不到位，不仅影响了灵活

就业人员的切身利益，也制约了数字经济、

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司法实践中，上海法院在现有法律框

架内，努力做好涉灵活就业人员相关案

件的司法保障，并发布《关于司法服务保

障稳定就业的实施方案》，会同市人社局

等部门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

调解工作意见等，不断健全完善联动机

制。但贾宇提到，要真正解决这一痛点

难题，需要各方携手共同努力，营造公平

的就业环境，进一步强化对灵活就业人员

合法权益的保障，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

系，构建更加公平、和谐、稳定的社会劳动

关系。

“收入分配的不透明和高强度劳动，

共同加剧了骑手群体的生存压力。”贾宇

认为，应通过修订相关法律进一步保障

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报酬、规范工作时间

等。此外，应通过专门立法，统一规范相

关权利义务，保障灵活就业人员享有基

本权益。

“通过全国两会提交这份议案，是希望

全社会能够更多关注灵活就业人员，进一

步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保障机制，更

好地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贾宇表示。

特派记者 杨洁 陈佳琳
（本报北京今日电）

灵活就业人员权益如何保障？全国人大代表贾宇建言：

为骑手缴纳社保应立法保障

“如果我国每年入境旅游人次达到

9000万，旅游外汇收入将形成万亿级产值，

形成外汇收入新来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

点。”2019年以来，王煜持续关注入境游领

域，曾在全国两会上就改善旅游签证便利

性、完善国家旅游营销机制等方面带来多

份提案或建议。去年，他提交的《关于树立

“友好中国”国家形象，进一步打通入境游

“堵点”问题的建议》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

度重视。今年全国两会，王煜将继续为推

动入境游发展建言献策。

经过深入调研，王煜发现，对于部分外

国游客而言，来华旅游存在“不方便”的问

题，针对性和多样性亟待提升。他举例说，

中国的公共厕所绝大部分是蹲厕，许多外

国游客不习惯甚至不会“亚洲蹲”，如厕服

务与体验不佳；外国游客在华无法登录国

外信用卡和支付公司的网站和App，不能

给支付宝转款，支付仍不够方便；许多头部

快递平台不支持使用护照和外国人名，无

法线上预订国内段机票或快递服务；因缺

乏标识或翻译有误，外国游客难以快速找

到相关设施位置，导致行程受阻。

王煜还注意到，日前，得益于一系列

利好入境游的政策陆续颁布，上海街头也

掀起了“韩国人周末来打卡”的旅游热

潮。但在游客的称赞声中，也夹杂着对个

别出租车“宰客”、餐厅和电梯内等公共场

所吸烟、一些餐饮卫生欠佳等问题的负面

反馈。

“为了进一步促进入境游的发展，我们

既要扩大免签政策范围，更要加强旅游市

场秩序管理、推进旅游接待体系便利化建

设。”王煜建议，要从持续改善网络环境、入

境游客手机支付、境内服务线上预订、路牌

外语翻译等细节处着手，提升各服务环节

的便利性。以改善如厕体验为例，应按2∶1

或者3∶1的比例增设一定的坐厕，并配备必

要的消毒设备。

此外，王煜提到，应对诸如出租车“宰

客”、餐饮卫生等外国游客反馈较为突出的

问题加以专项整顿，并在全国范围加强“文

明行为规范”宣传和建设，“可以借鉴上海

推广‘七不规范’的成功经验，对公共场所

吸烟、吐痰、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开展治

理，进一步营造更良好的公共环境”。

特派记者 陈佳琳 屠瑜
（本报北京今日电）

外国游客不习惯“亚洲蹲”？
全国政协委员王煜建议提升旅游服务便利性

去年以来，“ChinaTravel”（中国旅行）火了。随
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扩容，一批批外国游客涌入中
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有数据显示，2024年，仅
免签入境外国人就高达2011.5万人次，同比上升
112.3%。

作为一线从业者，全国政协委员，春秋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煜感触颇深，“入境游火爆，
无疑激活了消费与产业升级的双重效应，带动了交通、
住宿、餐饮、零售等相关上下游行业的增长”。他透露，
2024年，春秋旅游接待外籍团队客人逾万人次。国内
冰雪游的热潮还带动了国际游客前来打卡，春秋泰国
至哈尔滨的航线上，泰籍游客占比超过45%。

京东、美团等平台先后宣布，将为外卖全职骑手缴
纳五险一金。有人点赞，觉得灵活就业群体有了保障；
也有人认为，社保也需要骑手自己缴纳一部分，实际到
手工资减少，这加重了他们的经济负担。

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谁来缴费？怎么缴？全国人
大代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贾宇认为应
有立法来规范。今年两会，他准备了一份议案，希望通过
修订《劳动合同法》，加强灵活就业人员合法权益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