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发北京参会前，杨金龙代表就频繁地

找他的学生、同事、工友和熟悉的专家交流，

收集基层技能人才的声音。他说，他最关心

技能培养，想为技能人才发声。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约1.65亿人，

仅占就业人群的20%。其中，高技能人才不足

就业人群的6%。从市场供求情况看，技能人

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杨金龙既是高技能人才又身在基层，对

这些现实状况深有体会。他说：“一边是技能

人才稀缺，一边是适龄学生不愿意往技能人才

方向发展。只有重视基础技能人才的培养，提

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改善工作环境和待遇，才

能增加技能人才储备。”在杨金龙看来，传统固

化的人才观念亟须改变，对高技能人才激励政

策落实不到位的现状也须要尽快改善。

这次，杨金龙也带来了他的第一份建议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培育工作的建

议》，“希望能通过支持建设国家级公共实训

中心、职业训练院、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

能大师工作室，出台有关政策法规督促激励

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积极参与高技能人才培

养等途径，全面提升高技能人才培育平台质

量。”同时，杨金龙也建议科学调整人才的社

会准入及发展机制。他说：“比如在企业用人

上，可以明确高技能人才在职务晋升、职称评

聘中与本科、专科等学历享有同等权利有同

等的竞争机会。” 本报特派记者 詹丽华

加强高技能人才培育，增加技能人才储备全国人大代表
杭州技师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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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两会上，丁列明代表带来了12份建

议。其中一份建议是针对大家平时最容易忽

视的食品保质期标示方式规范问题。

丁列明表示：“食品经营者和消费者虽然

对生产日期能够一目了然，但对保质期具体

到哪一天则须要进行推算。这带来了诸多不

便，并经常因此造成误会和争议。”

“举个例子来说，一些食品保质期标示

为 12 个月或 1 年，一些则标示为 6 个月或

180 天，但一个月有 28、29、30、31 天等多种

可能性，一年有 365 或 366 天。又如，保质

期应当从生产日期当天开始计算还是从次

日开始计算也存在争议。”丁列明说。他在

调研中发现，一些基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经常接到此类举报投诉，在处理过程中也

很难准确量度。

为此，丁列明建议有关部门尽快修订相

关法律法规或出台补充规定，改变现行食品

保质期标示方式，要求生产企业在标注生产

日期的同时，注明保质期至某年某月某日。

具体推行过程中可设置一段缓冲期，以免造

成资源浪费。 本报特派记者 蓝震

规范食品保质期标示方式，方便消费者识别全国人大代表
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丁列明

昨天上午，结束半天小组讨论的王建沂急

匆匆赶回房间，修改他今年带来的提案。作为

已连续三届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王建沂深感

责任重大。今年，他深入走访，认真调研后提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需

要立足我国的制度优势，打造一批世界级行业

领军企业，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当下，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

迈进的新进程中，已经形成了诸如‘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为核心的若干现

代化产业集群。”王建沂说，“但纵观全局，还

面临现代化产业集群产业层次不高、技术水

准不强、规模不大、低小散等问题，对培育世

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王建沂认为，如果能培育一批世界级先

进制造业集群，打造一批世界级行业领军企

业，对于推动全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整体提

升国内自主创新能力和推动创新型国家的建

设，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此，王建沂提

出“纵向整合”和“横向联合”的概念。也就是

说，在行业上下游进行整合，并在产业链配套

上进行横向联合。“以服装行业为例，除了需

要整合这个行业上下游的服装新理念、新技

术外，还可以从布料到设计进行不同行业间

的联合，真正实现产业集聚模式，为培育世界

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奠定产业基础。”

王建沂认为除了需要政策上配套外，还

需要以“中国制造2025”战略为契机，在传统

行业中，引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概

念，同时建设一批区域产业创新中心，和国际

先进制造业进行合作对接，推动全国产业迈向

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本报特派记者 王益敏

打造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工商联主
席、富通集团董事局主席

王建沂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衢州市柯城区人民

医院危重症救治中心主任陈玮也带来了自己

的心声：希望国家能加大培训投入，普及心肺

复苏术（CPR）应用，让更多的人在意外发生

时能第一时间投入抢救。

陈玮说：“国内，每年心源性猝死者高达几

十万人，很多病人由于没有在院外第一时间接

受急救措施，送来的时候已经错失了抢救的黄

金时间。然而据统计，在医院外发生心源性猝

死者的生存率不到 1%，远远低于美国的

12%。如果进一步分析原因，就能发现，我国

医院外旁观者心肺复苏术的实施率远远低于

欧美国家，并且实施质量令人堪忧。”

对此，陈玮建议，有关部门应成立更多的

心肺复苏术专业培训机构，培养更多培训团

队，创新培训方法和策略，来全面改善我国公

众心肺复苏术培训的现状。

陈玮建议，招募并培养大批 CPR 方向的

全职工作者，积极鼓励志愿者参与、兼职，充

分利用社区医生，以特殊人群（如学生、消防

员、警察、军人、公务员等）的培训为先导，将

急救理念及技能知识纳入中小学的必修课

程。另外，所有面向大众的机构（如健身房、

影院、商场、KTV 等）营业前，必须有一定比

例的员工参加过急救培训并考核通过，每年

考核。 本报特派记者 吴崇远

加大培训投入，普及心肺复苏术应用全国人大代表、衢州市柯城区人
民医院危重症救治中心主任

陈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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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边事到行业发展
代表委员们关注的国计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