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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琳斌

“新质生产力”是今年全国两会的

一大热词。国务院总理李强3月5日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今年政府工作任

务时提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实施制造业

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着力补齐

短板、拉长长板、锻造新板，增强产业链

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

推动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

展，要培育、壮大县域重点产业链。因

为，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

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完整空间载体，

也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发

展县域经济关键支撑在县域产业。所

以，促进县域重点产业链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对于做大做

强县域经济、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区域协调可持续发

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经过多年努

力，我国部分县域重点产业链具备了相

当规模和比较优势，质量和效益不断提

升，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

有力支撑。

当前，全球产业链格局正加速重

塑，要求我们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宝贵机遇，正视部分县域产业

发展定位不够清晰、产业布局比较分

散、产业链条较短等不足和问题，围绕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核心，进一步

提升县域重点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

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

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

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

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而成。从

实践看，我国县域中产业规模较大、产

业链发展路径较清晰、链条相对完整、

龙头企业带动性强、产业集聚度较高的

重点产业链，从形成、发展到壮大，都依

赖创新的强力主导，体现了新质生产力

的发展要求、发展方向。例如，福建省

晋江市的纺织鞋服产业链，2022年产

值4410亿元，占全市工业产值60%，占

全省纺织鞋服产业产值35%。其不断

做大做强的关键，就是科技赋能，将“晋

江制造”变为“晋江智造”。近年来，该

市打造了一批顶尖创新平台，构筑研发

创新高地，陆续建设了福州大学晋江校

区、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中国

纺织科学研究院等，形成四大高校、九

家高水平“国字号”研发平台携手共进

的格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只

有加强科技创新，努力突破掌握原创性

技术、颠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强自立，及时推动创新成

果产业化，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才能

推动县域重点产业链持续强龙头、补链

条、聚集群，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

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人

才是根本。这就要求我们健全人才培

养、引进、使用、收入分配、合理流动等

机制，完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

体系，形成教育、科技和人才之间的良

性循环，源源不断地激发创新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

推进高质量发展，基础在县域、难

点在县域、潜力在县域。相关部门需要

引导企业把提升创新能力、创新水平放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抓好平台建设、加

强科技攻关、壮大人才队伍、促进成果

转化，不断强化县域产业链发展的创新

支撑。只要持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

以重点产业链为主体，推进县域短板产

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

新兴产业建链，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必将能为我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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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人工智能时代，很多人不得不在各

种应用场景里接受算法。在一些质

疑、抱怨及讨论声中，有关方面出台措

施，比如明确信息收集处理需秉承用

户知情同意原则、部分平台推出关闭

算法服务选项等。但总体来看，公众

不满的情绪依然存在，尤其是随着算

法技术全面步入应用阶段，诸如算法

歧视、信息茧房、算法霸权等问题持续

引发热议。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代表委员就

减少算法技术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完善

治理格局提出建议，也有网友发出疑

问：“如何才能实现算法的有效治理？”

@吕学丽：滥用算法的行为，侵害了

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个人信息权

益。只有运用法治方法规范算法应

用，引导算法向上向善，才能营造清朗

安全的网络空间。算法治理是一项长

期工作，需要汇聚合力，要通过建章立

制、强化监管、鼓励自律等规范算法应

用发展。

@曹逸轩：面对算法可能带来的风

险，我们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视而

不见。大众、算法提供方和政府三方面

应该共同努力，形成应对算法挑战的合

力。尤其是目前的监管制度难以完全

跟上快速迭代的算法技术，因此如何合

理制定算法监管规范，使之既不滞后于

技术发展又能确保公众利益，是摆在监

管部门面前的新课题。

@工人日报：算法本身具有相当的

复杂性，想要理清机制并创建相对公平

的规则，不是易事。针对新事物，政策

和监管规定具有一定滞后性，相关法律

多为框架化、倡导性原则，往往导致算

法治理内容与违法侵权之间未形成充

分对应关系。而且，在实际案例中，算

法侵害的认定和维权较难。正因算法

技术难以被具象理解和有效管理，其运

行密码又掌握在专业互联网公司手里，

所以，如何完善监管措施、提升监管效

率、激发算法向善，对监管者来说具有

很大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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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兵

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开幕，全国人大代表王永澄拿到一份特别

的政府工作报告——雪白的8K纸，环形

装订，上面有序排列着凹凸的盲文。这不

仅是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为唯一的

视障代表专门准备的报告，也是全国人大

会议历史上首份盲文版政府工作报告。

首份盲文版政府工作报告，意义重

大。这一创新举措，既是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积极践行，更

是对一部分特殊需要人群参与国家政治

生活权利的充分尊重和保障。正如王永

澄感叹的那样：“看得见的幸福，摸得着的

民主。”

这是对法律最好的尊重落实。2023

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

设法》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无障碍环境

建设工作进入新阶段。今年全国两会会

场上，首份盲文版报告亮相，可以说是对

法律的模范执行，对社会层面的公共设

施建设与服务水平提升具有良好的示范

作用。

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体现。

去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

员会会同教育部、国家卫健委、国铁集团、

中国残联4家代表建议承办单位，派出工

作人员专程到福州，上门送交全国人大代

表工作中首次制作的盲文版代表建议答

复。民主见于细微，盲文翻译小组分工合

作，与王永澄密切沟通，并根据其需求及

时调整制作方案，确定文件的格式体例。

对于报告中的柱状图等复杂图表，盲文翻

译专家一一转化为图解文字，还制作了方

便对照查询的对开表格，并将内容较多的

文件分册呈现，方便阅读和携带。不管是

盲文版答复，还是盲文版报告，都渗透着

对残障代表层层递加的关爱，流淌着全国

两会的人文温度，让王永澄感受到了充分

的民主。

这是对民生福祉的用心用情。或许

会有人问，为了一名代表的特殊阅读需

求，付出这么多的精力，确有必要吗？虽

然会场内读盲文报告的只有王永澄一人，

但他代表的是全国1700万视障人士，他

参与的讨论关乎8500万残疾群众的利

益。无障碍阅读既让他加倍感受到了大

会的温暖，也保障了他更高质量的履职。

首份盲文版报告的背后，是看得见、摸得

着的民生福祉。

对残疾人代表的关爱与尊重，折射的

是国家扶残助残力度的不断加大、社会扶

残助残氛围的日益浓厚。“可以没有视力，

不能没有眼光，心中有光，脚下有路。”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残联理事、中国盲人协

会主席李庆忠在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

议首场“委员通道”上的发言拨动了无数

人的心弦。可以说，这道“光”既是残疾人

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奋斗不止的事业追

求，也来自全社会的关心关爱。

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

要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度融合。只

有政府、市场、社会和个人共同发力，形成

人人关心、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才能打

造更多有温度的公共服务场景，构建全方

位的无障碍环境。首份盲文版报告亮相起

到了积极示范作用，可以预见，未来会有更

多看得见、摸得着的残疾人权益落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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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刷脸”才能住？

对于当前游客入住几乎所有的

宾馆酒店，都必须要到专门人脸识

别设备前“刷脸”的现象，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直

言，在酒店加装人脸识别设备终端，

既没有明确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规

定，也没有正式成文的部门规章规

定。该举措不仅降低服务效率，易

引起游客的不满和投诉，而且增加

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建议公安部指

导地方取消入住酒店必须“刷脸”的

规定，并召回相关软硬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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