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蔣立

【香港商報訊】
記者杜林、宋璟報
道 ： 全 國 兩 會 期
間 ， 全 國 人 大 代
表、南京市工商聯
主席、南京天加環
境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長蔣立建議，進一
步提升企業人才的國際化競

爭力，推動新質生產力的發展。
「作為第一資源的人才是創新的根基，也是創

新驅動的 『源頭活水』。」蔣立建議，國家完善
國際專業技術人才引進制度體系，為在華工作的
國際人才提供定居、出入境管理、子女教育等方
面的政策支持，幫助他們更好地融入社會，提升

身份認同感。他還建議，以企業上一年度已繳納
稅來額定一線研發人才的名單、數量及減免稅額
度。通過最公平的政府產業和人才政策打造 「磁
場」吸引人才，產業發展才能得到長效充分的保
障。

蔣立認為，除了國家安全、世界頂級科技以及
基礎科學，七成以上的科技項目都可以用揭榜式
來推動。對此，他建議國家對華為、比亞迪、大
疆、吉利、美的等科技型企業在企業管理、科技
創新、人才評價考核方面形成的好做法、好經驗
進行示範性推廣。

此外，實體經濟作為創新發展的承擔主體，蔣
立建議國家資本積極支持實體經濟 「走出去」，
參與國際併購和市場競爭，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
的實體企業，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

蔣立：提升企業人才國際化競爭力

劉愛力

【香港商報訊】
記者鄧建樂報道：
全國政協委員，中
國郵政集團公司黨
組書記、董事長劉
愛力日前接受本報
記者專訪時表示，

鄉村振興是一篇大文
章，如果中國的鄉村能

夠實現現代化，需求端和投資端市場空間都將巨
大，郵銀聯動以後對鄉村振興會發揮出更大的作
用。

鄉村振興存在着哪些難點堵點？劉愛力表示主要
是銷售難、運輸難、融資難的問題。銷售難主要是
一些農村農業的小農品，商標、質控、市場、品牌

和信譽等都是缺失的。中國郵政和郵儲銀行正在一
起聯手將小農品融入到大市場中。郵政在內地42萬
個行政村建立了服務網點，每一個鄉鎮都有郵政支
局所，加上郵樂網，就能夠很好地解決進村 「最後
一公里」或者出村 「最初一公里」的問題。

運輸難則是很多小農品數量不夠，沒有規模，成
本很難建立起效益優勢，但郵政承擔了社會責任，
一定要確保每天都有包裹進村，所以疊加上農產品
出城對郵政來說只是一個邊際問題。

融資難的關鍵點是農民沒有抵押品，也沒有建立
起信用記錄。郵銀聯動搭建了農產品的生產活動生
態從而形成金融生態，再疊加商務信息、社會信
息，農民的信用體系就建立起來了。郵儲銀行已在
35萬個村建立了信用村，郵銀聯動切實可以解決農
民融資難的問題，實現了協同共贏。

劉愛力：郵銀聯動助力鄉村振興

宋兆普

【香港商報訊】記者
王皓萍報道：在今年全
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
表、河南省汝州市金庚
康復醫院院長宋兆普提
交了《關於中醫藥領域

加快科創頂層設計與政策
賦能的建議》的議案，建議
積極推動中醫藥科技創新，

加快推進中醫藥現代化進程。
宋兆普表示，中醫藥有其獨特的優勢，應加強國家

層面的頂層設計，自上而下，積極探索中醫藥政策與
科技創新政策的融合，產生疊加效應，協同效應。

因此，宋兆普建議：一是頂層設計上促進中西醫
地位對等，差異化平衡發展的總體格局；二是政策
上賦予中藥創新藥金融屬性及按臨床價值定價權；
三是建議從政策上研究相應的知識產權保護策略，
可以參考西醫中的細胞治療保護策略；四是鼓勵社
會（公立醫院、民營醫院、科研單位、社會資本）等
創新因素參與，推出符合各方利益的政策，加快中醫
藥科技創新的步伐；五是政策上加速推動中醫與數碼
化科技的結合；六是政策上推動中醫藥與現代化劑型
的結合，產生更好更優的中藥；七是府政府牽頭，聯
合藥物研發機構、藥廠、檢測檢驗機構、設備製造企
業、人工智能研究機構等，加強產業鏈各環節的橫向
合作，促進信息共享和資源整合。

宋兆普：加快中醫藥現代化進程

馬忠明

【香港商報訊】記者寇剛報
道：建設中藥材戰略儲
備基地，完善儲備機制，
形成規模適度、結構合
理、管理科學、運行高效
的 中 藥 材 戰 略 儲 備 體
系，對保障中藥材市場

供應、推動中藥材產業高質
量發展意義重大。全國兩會期

間，全國政協委員、農業農村部節水農業專家指導組
成員、國家農業環境張掖觀測實驗站站長馬忠明建
議，支持建設甘肅定西國家中藥材戰略儲備基地。

馬忠明建議，以定西現有5個中藥材交易市場為支
撐，以中國中藥控股有限公司等大型中藥企業為依
託，建成國家中藥材戰略儲備基地，打造立足定
西、面向西部、服務全國的中藥材戰略儲備基地。
同時全面提高中藥材倉儲標準化、規模化、現代化
水平；建設集倉儲物流、市場交易和電商平台為一
體的現代化中藥材中心市場，形成全國性區域中藥
材交易市場，利用物聯網技術，整合現有的源頭生
產、加工流通、終端銷售等環節溯源網絡，建立道
地大宗藥材生產流通全過程質量管理和質量追溯體
系，實現道地大宗藥材全產業鏈質量 「來源可知、
去向可追、質量可查、責任可究」。

馬忠明：建設中藥材戰略儲備基地

王篤波

【香港商報訊】記者
王皓萍報道：在今年全
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
員、華北水利水電大學
黨委書記王篤波建議，
整合全國有關黃河科研
力量，組建黃河國家實

驗室，為推進黃河流域生
態保護、河流系統治理、

產業升級和文化傳承創新等提供堅實的科技支撐。
王篤波認為，目前，黃河實驗室建設存在一些問

題。研究力量分散，難以形成合力，各省成立的黃

河實驗室和各類黃河有關的實驗室主要依託於各省
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研發企業進行布局，聚焦
的研究問題也多站在各省各自關心的黃河問題開展
研究，在國家層面沒有形成研究合力，戰略性、全
局性明顯不夠。研究領域重疊，同質現象明顯。研
究水平有限，國際影響力弱。

因此，王篤波建議，一是整合全國有關黃河科研
力量，組建黃河國家實驗室；二是建立穩定經費籌
措和投入機制，保障黃河實驗室順利運行；三是創
新管理體制機制，形成黃河實驗室高效科技攻關合
力；四是充分發揮國家科研計劃的引導作用，激勵
黃河實驗室着力突破黃河治理 「卡脖子」難題。

王篤波：組建黃河國家實驗室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萍報道：全國政協委員、
河南省工商聯副主席、河南羚銳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熊偉介紹，近年來，慢性病的發病率不斷上
升，且呈現出年輕化的趨勢，不僅給患者及其家庭
帶來了很大的經濟負擔，也對國家的醫療保障提出
了巨大的挑戰。

熊偉建議，從三個方面入手運用數碼化技術加強
慢性病管理，節降國家醫療成本。

一是加強數碼化健康管理平台建設。建議國家加大
對數碼化健康管理平台的投入力度，支持建設一批具

有示範引領作用的數碼化健康管理平台；鼓勵醫療機
構、科研機構、企業等多方參與數碼化健康管理平台
的建設和運營；推動數碼化健康管理平台與區域醫療
衞生信息平台、電子健康檔案系統的互聯互通。

二是提升數碼化健康管理服務能力。加強數碼化
健康管理人才培養，建立一支具備醫學、信息學、
管理學等多學科背景的複合型人才隊伍。

三是推廣數碼化健康管理應用。鼓勵醫療機構開
展遠程醫療、移動醫療等數碼化健康管理服務，提
高醫療資源的利用效率，降低醫療費用。

熊偉：運用數碼化技術加強慢性病管理

伍映方

【香港商報訊】記
者周萬里、郭美勤報
道：今年政府工作報
告提到，推進非物質
文化遺產保護傳承。
全國人大代表、江西
省靖安縣靖窯陶瓷坊

技術工人伍映方十分開
心地對本報記者稱，為了

激勵更多的人能加入到非遺傳承人的隊伍中來，構
建專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人人才評價機
制很有必要。

伍映方認為，職稱是區別專業技術人員學術技術
水平等級的一種稱號，是衡量其學術技術水平和專
業能力的重要標誌。目前，非遺保護專業未設立獨

立的職稱系列，這不利於非遺保護工作的人才培養
和人才隊伍建設。

伍映方稱，他專門針對非遺傳承人隊伍做了深入
調研，很多掌握絕技絕活的非遺傳承人學歷低、無
論文，很難按現有的評審標準納入人才評價體系，
因此他們的社會地位與專業方面的價值得不到充分
體現，不利於傳承人隊伍的培養壯大，很多有重要
價值的非遺項目後繼乏人，甚至人亡則技絕。為了
激勵更多的人能加入到傳承人的隊伍中來，構建專
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人人才評價機制很
有必要。

他建議，國家文旅部與人社部打通相關環節，針對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人才隊伍專門設立獨立的
技術職稱評審體系，可參照工藝美術技術職稱級別，
根據非遺傳承人群體的特殊性完善評審制度。

伍映方：設非遺專業獨立職稱評審體系

潘元松

【香港商報訊】全
國政協委員、遼寧省
知聯會副會長、盤錦
市政協副主席潘元松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提
出《關於將松遼運河
納入國家水網建設規
劃的提案》。他建議

把松花江-遼河運河的
建設納入國家水網規劃，作為國家重大基礎建設工
程，盡快開工建設。

潘元松認為，把松花江-遼河運河的建設納入國
家水網規劃，一方面將顯著改善遼河流域和渤海的
生態環境。通過從松花江每年調水100億-150億方
可以有效保障遼河流域生態建設用水，從而有效改
善整個遼河流域的生態環境，特別是內蒙中東部、

遼寧西北廣大地區的生態，筑牢首都東部生態屏
障；同時，由於流入渤海的優質淡水顯著增加，渤
海的水質也將顯著改善。另一方面，由於遼西北地
區缺水，通過把松花江的水調入遼河可以有效保障
農業用水，將遼河流域數千萬畝耕地的很大一部分
改造成高標準農田，以有力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同時，建設松遼運河，利用人工運河並改造原遼
河河道形成一個從松花江直達渤海的陸河海大通
道，將為東北振興提供有力支持；減少鐵路、公路
運輸帶來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此外，松遼運河建設將成為 「有效投資的好項
目」。項目建設估算總投資 200 億到 300 億元人民
幣，運河建設成功後，還可以帶來生態、農業、旅
遊、交通等方面的巨大投資，可有效支持內需為主
的國家戰略。

王藝橋 郭蕾

潘元松：建設松遼運河 支持東北振興

陳祖恆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2024年全國兩
會閉幕，本港生產力局稱將全力配合國家發展策
略， 「大力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加快發展新
質生產力」，繼續積極配合特區政府，推動香港建
設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助力香港及粵港澳大灣
區形成新質生產力，協助業界實踐新型工業化，為
國家實現高質量發展作出貢獻。

生產力局主席陳祖恆表示： 「新質生產力成為兩
會的關鍵詞，是推動國家、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特

區高速發展的重要力量。國家戰略為香港注入源源
不絕的發展動能。香港要積極把握機遇，充分發揮
『一國兩制』下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

勢，擔當大灣區的中心城市和區域發展核心引擎，
成為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窗口，因地制宜，
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優勢互補，透過改造傳統產業升
級轉型、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布局建設未來產業，
減少對外供應鏈及產業鏈的依賴，加強對人工智
能、大數據等新興領域的網絡安全保障，支持更多

內地企業 『走出去』，推動國家整體工業發展，走
在世界前沿。」

陳祖恆認為，創新、高質量及綠色是新質生產力
的三個關鍵要素： 「新」包括新技術、新工藝、新
材料、新產品、新生產方法及新產業，可以從新勞
動力、新勞動對象、新勞動工具及新型基礎等維度
去理解； 「質」則是高質量發展，產品品質要不斷
提升競爭力，同時要發展高增值產業，邁向高端
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新質生產力就要推動科

技創新，並將科技
成果應用到具體產業
和產業鏈上，賦能新
型工業化發展，增添
發展新動能，體現綠色可
持續發展。香港擁有雄厚的科研實力和 「從零到
一」的突破能力，而科技產業化需要良好及穩實的
工業基礎。香港特區政府正投入大量資源和資助，
引領工業發展。

港生產力局：成為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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