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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动自行车骑上人行道“说不”

全国政协委员汪小帆：用“一把尺”量所有本科高校的评价方式不合理

区分赛道，激励应用型高校发展

干技工应“有面”技高者应多得
全国人大代表师延财：多措并举建设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

应用型高校创新水平不如研究型大学“高大上”，人才培养又不如技能
型高校“接地气”，怎么办？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校长汪小帆呼吁加强对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建设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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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上海

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院特聘教授黄勇平，被

称为“养蚕专家”。

今天，“养蚕专家”要

说说另外一种昆虫。这种

昆虫被誉为“垃圾清道

夫”，环保能量大，也是家

禽爱吃的美味饲料。“垃圾

清道夫”大名黑水虻，贡献

到底有多大？听黄勇平代

表来科普。

全国人大代表 李丰 摄
本报记者 姚丽萍 文

全国人大代表汤亮：为行人特别是老年人留出安全空间

如今，城市大街小巷到处可见
外卖、快递骑手的身影。全国人大
代表汤亮说，有的骑手有时会把电
动自行车骑到人行道上，带来隐
患。“行人尤其是行动迟缓的老年
人，走路得瞻前顾后、左避右让，生
怕被电动自行车碰到，甚至倒地不
起……我就亲眼看到过这种悲剧。”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提出，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

基本办学定位，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汪

小帆注意到，在我国1300余所本科高校中，

大部分属于应用型或者正处于向应用型高

校转型的阶段。但在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过

程中，应用型高校建设面临一系列困境。

汪小帆调研发现，应用型高校介于研究

型大学和技能型职业院校之间，应用创新研

究和应用型人才培养难以有效结合，在政策

支持和资源投入上的短缺现象也较为突出，

面临“夹心层”的难题。

然而，在学科评估、学位点增设、国家一

流专业和一流课程建设等方面，所有本科高

校被置于同一标准下进行评价。“放在一个

篮子里、用一把尺子量的评价方式，让应用

型高校往往追求与研究型高校相同的指标，

偏离了应有的发展路径。”汪小帆说，在此背

景下，应用型高校发展路径也产生了同质化

倾向。以“学院”更名“大学”为例，要求应拥

有3个以上学科门类作为主要学科，每个主

要学科门类的全日制本科以上在校生均不

低于学校全日制本科以上在校生总数的

15%，且至少有2个硕士学位授予点，学校的

普通本科专业总数在20个以上等。

“应用型高校是我国培养本科及以上应

用型人才的主力军，亟需通过深化产教融合

等加快改革转型步伐，培养顺应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需求的大批高素质应用型

人才。”汪小帆建议，应加强对高水平应用型

高校建设的支持力度。

首先，建议国家参照“双一流”和“双

高”建设计划，设立专门的高水平应用型高

校和专业建设计划，支持一批应用型高校建

设成为我国应用型人才培养高地。中央和

地方财政联合提供专项政策和资金支持，建

立绩效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

其次，建议落实分赛道机制。在学科评

估、学位点增设、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

设立、国家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建设等方面

区分研究型和应用型高校不同的赛道，建立

适用于应用型高校的评价体系，以激励应用

型高校特色发展。

最后，建议促进“共同体”建设。试点在

应用型高校相对集中的区域组建区域性应

用型高校联盟和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更大规

模上深入推进实质性资源共享、基地共建、

教师互聘、课程共建、学生交流、学分互认

等，把各自的特色优势汇聚成共同推进高质

量发展的合力。

特派记者 陈佳琳 屠瑜
（本报北京今日电）

今年全国两会上，师延财带来了产业工

人发展相关建议。师延财在调研中发现，我

国一些企业中技术工人数量不足，高技能人

才占比较少，尤其在高端制造业领域，技能人

才短缺已成为制约产业升级的瓶颈。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师延财认

为，这与技术工人的收入待遇、职业荣誉感、

培训体系等有关联。“比如，收入分配上，‘技

高者多得’机制尚未普遍建立。还有职业荣

誉感的问题，一些年轻人及其家长认为，进入

大学和从事管理工作是更好的选择，而对于

从事技术工作仍存在一定的职业偏见。”此

外，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在工人技能

培训上投入有限，产业工人难以获得系统、长

期的培训机会。

师延财建议通过制度创新，为推进新型

工业化夯实人才根基。首先，应构建“技能价

值”导向的薪酬体系。企业应建立技能等级

与薪酬、股权等挂钩的激励机制，确保特级技

师年薪不低于正高级工程师。应给予技能大

师工作室研发补贴，并纳入国家高技能人才

振兴计划专项。其次，要完善技能培训体

系。应强化企业培训主体责任，推进职业技

能等级与职称、学历双向比照认定，打通技术

工人向工程师序列发展的通道。

此外，师延财建议将“工匠精神”课程纳

入义务教育必修课，在职业院校设立“工匠学

院”，推行企业导师与院校教师“双带头人”

制，进一步推进产教融合，并在荣誉评选等方

面有一定倾斜政策等。

特派记者 杨洁 曹博文
（本报北京今日电）

汤亮说，骑手们之所以无视交通法规，本

质是因为靠计件制谋生，图一个“快”字。“骑

手在人行道上骑行时，其实也怕碰撞到行人。

但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出事往往是一

瞬间的事。更何况，他们还要时不时看一眼手

机显示的送货地址。”汤亮说，一旦出事故，后果

可能很严重，“于人于己”都是悲剧。

汤亮认为，交通管理部门要加大执法力

度，并大力宣传，动员广大群众共同来监督。

“应该要明确，整治‘电动自行车骑上人行道’

的违法行为，并不是与谁过不去，更不是有意

为难骑手，而是所有人都必须遵守交通法规，

没有谁可以置身‘法’外。”在源头整治方面，

有关部门也要加大对平台主体企业的监管，

督促他们加强对骑手队伍的管理。“发展外

卖、快递等业务，不可违反交通法规。”

汤亮说，在城市老龄化进程加快的当下，

应该把人行道的空间还给行人，让人们特别是

老年人在更安全的环境下出行。

特派记者 杨洁（本报北京今日电）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要全面提高人才队伍质量，建设
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对此，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核工业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能大师、中
核检修有限公司首席技能专家
师延财感触颇深。

今天上午8时，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

议第三场“委员通道”集体采访活动在人民

大会堂举行。委员们回应热点关切，畅谈履

职心声。

很多博物馆一票难求，很多文物成为

“明星”，为什么会出现“博物馆热”？全国政

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陈星灿表示：“广大人民群众愿意到博物馆

参观，通过文物来了解我们源远流长的中华

文明，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

也激励我们考古工作者做好考古环节，做好

文物的阐释和展示。”

如何提升县级医院医疗水平？全国政

协委员、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傅小

云表示，为了提升西部地区县级医院的医疗

水平，国家持续开展组团式医疗人才资源帮

扶，支援西藏、新疆、青海地区医院和国家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人民医院，累计派驻超8

万名三级医院医务人员。

2022年，傅小云来到三都水族自治县人

民医院。就县级医疗建设而言，他深有体

会。第一，既要授之以鱼，也要授之以渔。

通过专家授课、导师制、临床手把手教学实

践等多样化培训机制，培养带着乡土基因的

白衣战士，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工作队。第

二，要有“关关难过关关过”的勇气和毅力，

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推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建设和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第三，要怀救

苦之心，做苍生大医。临床中要敢于挑战疑

难，悉心施教，在实践中帮助当地医务人员

成长，培养他们的临床自信。傅小云提到，

2023年12月，体重仅1.4公斤的早产儿在县

医院急诊抢救，帮扶团队手把手教当地医护

人员。经过42天精心治疗，患儿痊愈出院，

这是县医院首例成功救治的低体重早产儿。

两岸融合发展趋势如何？全国政协委

员、台盟浙江省委会主委陈清莉结合在浙台

胞故事给出生动诠释：“大陆以‘一家亲’理

念完善惠台政策，让台胞共享发展机遇。”通

过余杭区人才引进计划来到浙江的台湾姑

娘余纪萱，在杭州积极参与共同富裕示范区

建设，获“浙江省三八红旗手”等荣誉。“她和

大陆同胞一样享有产假生育津贴，同等待遇

给她带来满满的幸福感。”

陈清莉表示，越来越多的台胞成为大陆

发展的参与者与受益者。随着同等待遇政

策深化落实，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的不断探

索，支持台湾同胞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的

政策红利将会持续释放。“希望越来越多的

台湾同胞把握好大陆的发展机遇，共同参

与体验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能

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者、贡献者和

受益者。” 本报记者 赵菊玲

提升县级医疗水平“授鱼”更要“授渔”
在“委员通道”集体采访中，大家对民生关切问题提出中肯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