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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到岗人员减少，公司该怎么维持运转？路上车

少，商场人少，如何拉动提升消费？民营经济遭遇困

境，要怎么帮扶一把“过冬”？

12 月 21 日，政协第十二届浙江省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举行，围绕学习贯彻中共二

十大精神和省委十五届二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进行了深入讨论交流。在分组讨论和大会

发言时，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为政

协常委、委员们热议的一个焦点。

防疫进入关键时期，除了戴好口罩外，还能做些什么？

稳经济、强信心的信号不断释放，民营企业该如何抓住发展机遇？

围绕防疫和经济，政协委员点子多

防疫进入关键时期，形势的变化，也牵动

着省政协常委、致公党浙江省委会副主委、浙

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常务副院长裘云

庆的心。

“3 年抗疫，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

国家强有力的保障下，前面好几波重大流行，

都没有在全国大范围发生，死亡人数大大减

少。”接受钱江晚报《同心桥》栏目记者采访

时，裘云庆表示进入奥密克戎时代，虽然病毒

毒性下降，但中国人口基数大，带来的健康问

题不容忽视，“作为新发传染病，在未掌握它

的本质之前，依旧要重视对它的研究。”

随着近期防疫政策调整，裘云庆建议，重

点工作要从过去防止疾病快速传播转变为保

健康、防重症，所以更要重视疫苗和有效药物

的研发，加强投入，研发出像治疗流感一样的

特效药。

“要加快提高疫苗加强免疫接种覆盖率，

特别是老年人群。”裘云庆担心的是，大家以

为新冠的流行会很快过去，就放松对疫苗和

药物的研发，“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俗话说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哪怕现在虽然发

病早期很多人是轻症或者无症状，但后期还

是有人会出现高热不适。如果研发出新冠特

效药，能像流感特效药一样有效控制病情，就

能大大降低病患的痛苦。所以只要病毒存

在，相关研究就仍要继续”。

裘云庆说，中医药在防止常见病、多发

病、慢性病及重大疾病中的疗效和作用日益

显现，特别是在防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

他建议，通过“政策支持+数据支撑”，促

进中医药与西医药“融”起来，实现相互补充、

协调发展。

防疫怎么抓？
疫苗和特效药要跟上

本报记者 蓝震 朱丽珍

对于许许多多的浙江企业家来说，过冬期也是最

好的调整期。如何抓住机遇，调整航向扬帆起航？科

技创新，是新时期抢占技术制高点的不二法门。

创新千万条，人才第一条。

在优秀人才培养方面，省政协常委、浙江大学国际

联合商学院、金融科技研究院院长贲圣林建议，要以培

养具备全球胜任力的新型国际化人才为目标，着力提

升学生的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全球竞争力和世界担

当。“省内高校应培育共生意识，转变竞争意识，加强省

内校际合作，提高地区教育综合实力。”他建议，要鼓励

一线科研人员参与教学活动，以校企联合共建培养基

地等多种形式，搭建产业需求和人才培养的链接桥梁，

以“科教融合”带动“产教融合”。

省政协常委、团省委副书记周苏红对青年人提出

了期望，杜绝“佛系”“躺平”“摆烂”等心态造成的精神

内耗，“发挥榜样示范效应，注重挖掘青年榜样，引导青

少年对标先进、见贤思齐。”在她看来，青年人要始终保

持奋进状态、奋斗姿态，“着力培养科技、技能、经济管

理、乡村振兴等各领域青年人才，引导青年培育提升创

新能力、立足岗位争先创效，在助推经济稳进提质中作

贡献。”

要育人，更要留人。“三农”是民革界别特色，省政

协常委、民革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刘净非聚焦乡村。“乡

村既是走向共同富裕的薄弱环节，也是未来发展的潜

力所在。”

近几年，创业的年轻人、返乡农民工、直播带货的

乡村网红、情系家乡的乡贤等“新农人”，正成为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带头人，这些人才发挥着乡村振兴的主

力军作用。

如何留住他们？

刘净非建议，要落实行业准入、用地保障、贷款贴

息等措施，完善项目支持、生产指导、质量管理、对接市

场等服务，为“新农人”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

此外要提高乡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水平，在乡

村教育、医疗卫生、交通运输等领域加大改善力度，组

建“新农人”联谊会、建立“新农人”创客空间，让“新农

人”有专属的沟通交流平台，凝聚群体力量，形成发展

合力，增强归属感。

在大会发言时，省政协常委陈桂秋、徐燕峰、陈忠、

陈清莉等也围绕以“两个先行”打造“重要窗口”、奋力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篇章的相关议题提出许多真知

灼见。

潜力怎么挖？
育人留人很关键

“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大力拓市

场抢订单引外资”“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

业敢干、群众敢首创”“把激活和扩大消费摆

在优先位置”⋯⋯近几日，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浙江省委十五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相继召开，稳经济、强信心

的信号正在不断释放。

在浙江，一批敢闯新路、敢为人先的企业

家已从中嗅到了机遇与方向，快速行动了起

来。在省政协十二届二十八次常委会会议

上，不少政协常委、委员就如何帮助民营经济

度过“寒冬”建言献策。

“聚焦激发民营企业创业创新活力，助推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省政协常委、杭州市

政协副主席冯仁强建议，围绕科技自立自强、

绿色低碳发展、民营企业数字变革等企业重

点关切的问题，及时了解和反映企业困难问

题，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引导广大民营企业

不断提振发展信心，主动践行新发展理念、融

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如何能让企业家感到安心，提振民营经

济信心，关键也看政府有何作为。冯仁强提

出，要聚焦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推动优化

民营企业发展环境。

民营经济是浙江发展的金名片，是浙江

经济的最大特色和最大优势，贡献了全省

87.5%的就业。在省政协常委、省财政厅副

厅长陈焕昌看来，民营经济就是大民生。“妥

善处理外商外资项目，发挥对民营经济的促

进作用，创新房地产新发展模式，注重消费增

长的提升”。

在这次省政协常委会会议上，徐志康、方

向明等常委，也聚焦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不

同角度建言资政。

嗅觉敏锐的浙江企业家，擅长于在每个

关键时期抓住企业发展的重大机遇,更善于

在低谷蓄积能量，厚积薄发。在疫情防控政

策变化和扩大消费、擦亮民营经济金名片等

多重信号下，不少政协委员都表示，对明年充

满信心。

经济怎么提？
创新和信心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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