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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晚，北京饭店17楼，全国妇联执委、香港中
律协创会会长陈曼琪代表坐在音视频直播间对着“镜头”
侃侃而谈，2个多小时里密集接受了10多家媒体采访。
不同于往常的是，摄像机镜头另一侧并没有媒体记者。
记者们都在哪儿？腾讯会议聊天室！透过这款在线会议
软件，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与受访代表在“云端”畅谈。

“这种采访非常有效，快速提问、快速作答，跨
区域、跨时间，传播效率也高。很棒！”陈曼琪代表
对这种“云采访”大为赞赏。

再往前几天，5月21日晚，在江西省融媒体中心
与赣鄱云搭建的北京5G视频采访室，江西省全国两会
报道第一场融媒体“云访谈”正式开启，吉安市市长
王少玄等 6 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视频

“隔空对话”“即时连线”，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主题在线接受驻赣州媒体采访。

从面对面“热聊”到屏对屏“畅谈”、从“5G+

4K”全景高清直播到 AR、VR、AI“沉浸式”“全息
化”交互新闻体验……不同寻常的两会，采访形式更
加新颖智能、报道呈现更有“黑科技”范儿。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这种形式无疑能有效
防疫，共同维护公共卫生与健康。代表委员和记者们
的反馈也说明，这种别开生面的云融合、云报道、云
互动形式，非但没有影响两会重要功能的实现——代
表委员们仍然共聚一堂、共商国是；而且相当程度上
提高了效率——面对面的交流受到了限制，但点对点
的沟通却得到了拓展，各方参与感、互动性不断增
进，两会议程跑出了“加速度”。

细想一下，两会“云”元素的背后离不开技术支
撑，说到底是近年来出现、壮大、成熟的新技术、新
业态、新模式在两会落地应用，是“云经济”“云生
活”在会议报道上自然而然的延伸。相信在科技赋能、
创新驱动下，未来这样的云端“畅谈”会更精彩。

呵护企业，精准施策真暖心

企业作为经济细胞，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所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一系列暖企举措，得到
很多代表委员点赞。

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说，
稳住上亿市场主体，尽力帮助广大企业特别是中小
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有利于增强经济回
升的动力，也为促进就业打下坚实基础。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保障民
营企业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和政策支持’等，让民企有了
实实在在的信心。”刘永好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
背景下，应进一步推进地方政府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力
度，并将其列入地方政府信用指标和考核体系之中。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表
示，政府工作报告对当前国际国内整体形势作出了准确
研判，提出了务实举措，令人振奋。这既符合中国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也符合市场需求转型的方向。

“我们积极采取措施，带动上下游协同复工复
产，畅通供应链产业链。3月底，吉利国内供应商已
全部复工，国内供应链风险得到全面有效管控，产
能稳步爬升。”李书福介绍，政府部门及时出台一系
列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的举措，正有效推动需求复
苏。吉利将继续主动迎接变革，保持研发投入，不
断做实做强核心竞争力。

全国政协委员王会生对政府工作报告中“两新
一重”的提法很有感触。他说，疫情防控常态化背
景下，扩大有效投资是加快经济恢复发展、激发消
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的重要举措。在实践中，要
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导向作用，通过政策性产业
基金等方式，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在细分行业领域投
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重大工程
建设项目，推动高质量发展。

保供稳链，同心协力闯难关

现代社会分工细化、产业链长，诸多市场主体
往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光安告诉记者，疫情发生后，柳工集团从“供方+
物流”同时入手，积极排查风险、难点，确保供应
链各个环节互相配合、顺畅转动。“我们第一时间与
1000 多家供方实现联动，秉持‘一企一策’的原
则，为他们提供必要防护用品和必要生产资料，通
过‘输血供氧’，最大限度激活产品生产链。”曾光
安说。

曾光安表示，“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等举措，让企业坚定了发展信心。4月份，柳
工挖掘机实现月产 4500 台的历史新高。在他看来，
中国工程机械产业链呈现出巨大实力和十足韧性，
积蓄了强劲的发展势能。在各方努力下，“中国制
造”将继续开足马力，贡献更多优质产品。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天府新区商会会长王麒认
为，产业链环环相扣，没有一家企业可以独善其
身，一个环节阻滞，上下游企业都无法运转。中国
是国际产业链的重要环节，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
也离不开中国。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既是保企
业生产、稳中国制造，也是为疫后世界经济复苏
注入力量。

“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开展‘送政策、帮企业、
送服务、解难题’专项行动，通过产业资金帮扶、
点对点救助、绿色通 道 、 执 照 邮 寄 等 措 施 ， 最
大 限度降低企业成本。”王麒说，危和机同生并
存，面对疫情带来的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各
方 唯 有 协 力 稳 住 发 展 的 基 本 盘 ， 方 能 共 同 闯 过
这道难关。

放眼长远，增强自身竞争力

市场主体保住了、产业链供应链稳住了，高
质量的发展才更有希望。在今年两会上，不少代
表委员不仅聚焦如何“利当前”，更关注怎样“惠
长远”。

提到碧桂园，很多人第一印象是大型房地产企
业。但如今，其定位则是“为全世界创造美好生活
产品的高科技综合性企业”。全国政协委员、碧桂园
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国强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城镇化快速推进，促进了建筑行业大发展。然而，
建筑行业传统粗放式、手工化的生产方式并没有根
本性改变，施工安全风险大、生产效率低、建设成
本高、科技含量少，行业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越来
越弱，此次疫情更是给传统建筑企业的开工和生产
带来较大困难。

对此，杨国强提出“研究制定覆盖建筑机器人
研发、制造和应用全流程的政策支持体系”“完善建
筑机器人行业标准体系”“引导建筑机器人快速试点
试用”等建议，促进建筑机器人合规高效地在工地
使用，不断提升建筑业发展质量。

全国政协委员、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指出，
供应链作为产业链的一部分，一直是经济发展的驱
动力。受疫情影响，原料采购、劳动力流动等受
阻，全球供应链在某些领域出现一定程度的中断，
这可能导致全球产业链转向区域集聚化和本土化。

“疫情对中国企业是一次大考，如果能走出来就
会变得更强壮。现在全球生产供应链恢复最快的就
是中国，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宁高宁强调，目前
中国经济已进入恢复阶段，财政、货币政策在疫情防
控、复工复产等方面进行了有效应对。对企业来说，只
有真正搞创新、真正搞研发、真正增强自身实力，才能
成功过关，走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代表委员热议政府工作报告

稳企业 经济回暖后劲足
本报记者 王俊岭 丁怡婷 刘诗瑶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保障就业和民生，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稳定产业链供

应链”，并给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举措，引发代表委员们的强烈共鸣。大家纷纷表

示，这些“以保促稳、稳中求进”的硬招实招，必能将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降到最

低。同时，全力以赴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不仅有助于就业、脱贫等其

他重要目标的实现，更将为中国经济复苏积攒巨大的后劲。

代表委员“云端”畅谈，挺好！
本报记者 齐志明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事关国计民生和
国家安全。中国粮食需求总量非常大并且呈刚性增
长趋势，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
的极端重要性。当前，中国耕地、淡水等资源相对
紧张，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程度偏低。在这种情况
下，积极开发利用全球丰富、优质农业资源，大力
拓展国外农业投资市场，是实现农业优势互补、构
建持续稳定的农产品供应网络的重要途径，能为国
家粮食安全增加新的砝码。

另一方面，随着机器人、物联网、人工智能等
先进技术被不断应用到农业生产经营各个环节，农
业走科技化、智能化的发展道路已成为大势所趋。
加快布局“无人农场”应用场景、广泛应用农牧机
器人新技术、全面提升农业产业链自动化水平将成
为占据全球农业未来发展制高点的重要手段。

因此，我建议：支持农业重点企业大力参与全

球农业投资开发，建立海外农业基地。完善农业企
业“走出去”总体规划和协调服务机制，引导和支
持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优质农场、牧场，在风险
较小的国家租赁或购买闲置土地，增加基础设施、
农业机械及化肥农药等生产要素投资，大规模实施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立海外农产品生产基地。

以企业为主体，试点打造规模化无人农场，
提高农业生产力。依托国内外重点农业企业智能
化领域系统集成优势，在国内外有条件的地区建
设一批规模化、有重大影响力的智慧农业示范基
地和无人农场，构建集粮食种植、收割、仓储、
加工、运输于一体的无人化现代农业产业链，形成
流水线、农业工业化，从而达到综合投入利用的效
益最大化，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绿色安全优质农产品
的需求。

（本报记者 高云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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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近期，湖北荆州多个文化旅游景区通过延长营
业时间，促进“夜经济”发展。图为孩子们在荆州方特东
方神画主题乐园游玩。 黄志刚摄 （人民视觉）

图②：位于安徽芜湖的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内，工
人在车间忙碌。 周 牧摄 （新华社发）

图③：在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龙虾美食广场，一位店
员展示刚烹饪好的蒜泥龙虾。 新华社记者 韩瑜庆摄

图④：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瑛维箱包有限公司员工在
赶制出口产品。 周 亮摄 （人民视觉）

图⑤：新疆乌鲁木齐明珠花卉市场内的商户开门迎
客。图为市场一角。 张秀科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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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力支持农业企业“走出去”
全国政协委员、碧桂园集团董事局主席 杨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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