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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开幕以来，30名住鲁全国政协委员共

提交提案 1 1 6件，提出一些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
议，发出了好声音，凝聚了正能量。 （据《大众日报》）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山东团代表共提出议案13件。其
中，有关立法方面的12件，有关监督方面的1件。截至5月25日下午6

时，山东团及山东团代表共提出书面建议、批评和意见600余件。
（据《大众日报》）

山东团代表提交议案13件

住鲁全国政协委员提交提案116件

本报北京5月25日电 （大众日
报记者赵君 李子路）5月24日至25

日，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的山东代表团分组审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和《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
律 制 度 和 执 行 机 制 的 决 定 （ 草
案）》。

代表们认为，民法调整民事
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编纂一部真正属于中
国人民的民法典，是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需要，
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
措，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
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
观要求，是增进人民福祉、维护最
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具
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
义。代表们说，民法典草案适应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
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例科学、
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协调一
致。编纂过程中，立法机关严格遵
循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原则，广泛听取和尊重各方面的意
见，让草案最大范围凝聚共识、取
得“最大公约数”。一部具有中国
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
愿的民法典，将为新时代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完备的
民事法治保障。

代表们说，国家安全是国家
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关乎国家
核心利益，关乎国民根本利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和香
港基本法的规定，从国家层面建

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是维护国
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筑牢
“一国两制”制度根基的必要举
措，合理合法，势在必行。代表
们一致赞同和拥护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的决定草案，认为决定草案
充分考虑了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需
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具体情况，
作出的制度安排符合宪法规定和宪
法原则，与香港基本法有关规定是
一致的，有利于国家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反对、反制外来干涉，切实保
障香港居民合法权益，有效维护香
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巩固和拓
展“一国两制”的法治基础、政治
基础和社会基础。

5月23日至24日，山东代表团还
分组审查了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
案，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
况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
报告、2 0 2 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
案。

“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
风。”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湖北
代表团审议时，引用这句形象的比
喻，一语道出了公共卫生防护的重
要性。

近些年来，农村的基层卫生建
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镇卫

生院、村卫生室器材配备更加齐
全，农村居民就诊环境得到极大改
善，全科医生和居民的签约对接服
务率大幅度提升……在这次疫情应
对中，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
务体系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
时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和不足，比如：
基础设施薄弱，防护物资短缺，公共

卫生服务人员不足，农村居民的卫
生健康意识需要持续提升等。

要夺取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双胜利”，我们需要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时刻绷紧
疫情防控这根弦，决不能让来之不
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前功尽弃，全力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同时，要

着眼于未来，加强农村公共卫生体
系建设，织牢织密公共卫生防护网。

眼下，当务之急是要以这次疫
情为契机，充分发挥基层医疗单位
“毛细血管”的作用，开展公共卫
生教育，提高农村居民健康素养；
强化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建设，
加快人才培养；加大生态文明建设

力度，消除各类污染对农民健康的
影响等。

乡村公共卫生体系事关亿万农
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
防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基础工程
和基层堡垒。只有把农村地区的卫
生健康工作做到位，脱贫致富奔小
康才能真正实现。

现在，到农村走一走，你会
发现，富裕起来的农民，有了与

过去不同的休闲娱乐方式：村内
的文化广场上，摘完果蔬的小媳

妇、大妈们步伐轻盈，踏着节奏
明快的音乐，跳起了欢快的广场
舞；村居文化活动室内，收完稻
麦的老少爷们，也学会了挥毫泼
墨、吹拉弹唱。

曾经，农民跟这些高雅娱乐
不沾边儿。“早上听鸡叫，白天
听鸟叫，晚上听狗叫”是农民过
去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睡觉、

打牌，甚至赌博一度是农民打发
空闲时间的主要方式。有农民
说，我们也想跟城市人那样，去
跳舞、唱歌，去写一写、画一
画，但我们村子小，经济基础薄
弱，没法修文化广场，建不了文
化活动室，没有条件啊！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
乡”，目前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合村并居等乡村建设工作的渐
次展开，很多村的村容村貌发生了
很大变化。合村并居后，新建的社
区内基础设施得到改善，道路宽
了，路灯亮了，多用途广场、农家
书屋、文体活动室等成为标配。有

些社区甚至建起了健身房、小型影
剧院等文化娱乐设施，供农民免费
使用；有的为满足农民朋友的需
求，还聘请了专业的老师，定期辅
导农民跳舞、画画、演奏乐器等。

夜幕降临，劳作之余，伴着
欢快的舞曲，跳一跳广场舞，身
体和精神都可以得到放松。生活
在五彩斑斓的农村，农民对调色
板有一种自然的亲切，一笔一画
的深绿浅黄中，描绘出的都是新
生活。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
业”一词共出现39次，为近年来频
率最高。“就业”高频出现的背
后，是宏观政策层面“就业优先”
底线思维的凸显。

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经济形
势，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是
重要的民生关切，也是做好全局工
作的“牛鼻子”。住鲁代表委员认
为，积极应对挑战，千方百计稳就
业，正是稳住经济基本盘，兜牢民
生底线，做好应对疫情“加试题”

的关键之举。

拿出实招硬招，

让“饭碗”端得更牢

就业一头连着群众“饭碗”，
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受疫情影
响，就业的不确定性增加。政府工
作报告明确提出，促就业举措要应
出尽出，拓岗位办法要能用尽用。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厅长梅
建华代表介绍，作为人口大省、劳
动力大省，山东今年需在城镇就业

的新成长劳动力约105万人，加上去
年结转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约45万
人，还有失业人员再就业，预计将
有200万人以上的就业需求，保就业
的任务艰巨而繁重。

针对这些困难和问题，山东在
前期出台稳就业“24条”等政策基
础上，近期又专门出台“六保三
促”工作方案，推出35项保增长、
保企业、保就业的实招、硬招，最
大限度降低疫情对就业的冲击。

如何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

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是
代表委员共同关注的焦点。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了一揽子举措，每一条
都堪称“真金白银”。梅建华告诉
记者，根据报告要求初步测算，预
计今年可减轻全省企业社保缴费负
担约900亿元。

“保障就业和民生，必须稳住
上亿市场主体。”山东郓城水浒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樊庆斌委员
说，疫情对文旅产业造成较大影
响，自己的企业也不例外，但对

1300多名员工，公司却没有少开一
分钱工资。这背后离不开多方支持
给予的底气——— 银行将公司贷款的
还款期限顺延了2年；复工当天，
税务部门就上门提供了减税优惠。
樊庆斌表示，政策加码发力，让中
小微企业“活起来”“动起来”，
就能稳住千千万万个就业岗位。

推进人才

供给侧改革

保就业，就要保重点群体，高校
毕业生就业是重点，也是难点。今年
全国高校毕业生874万人，山东达到
65 . 5万人，创历史新高。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要促进市场化社会化就
业，高校和属地政府都要提供不断
线的就业服务。

(下转A2版)

山东代表团进行分组审议
审议民法典草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

热“舞”精气神，浓“画”新生活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王星

谨防乡村卫生出现“针尖大的窟窿”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郭杰

做好“加试题”，千方百计稳就业
——— 住鲁代表委员热议如何应对疫情挑战保障百姓“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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