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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省结核病控制
中心主任周琳：

期待打造一支
“公共卫生”精锐部队

周琳介绍，去年年底，我省在全面总

结抗疫经验的基础上出台了《广东省公

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周琳表示，作为三年行动计划建设

的主要内容，广东省公共卫生医学中心

项目的定位是既具备平战结合、医防融

合、中西医结合，又兼培训实训基地和应

急物资储备功能。而省高水平疾控中心

综合建设项目，目标是打造为国内一流、

国际领先的省级高水平疾控中心。她期

待项目尽快立项建设，以打造一支“公共

卫生”精锐部队，更好地服务广东公共卫

生安全，保护好人民的生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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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下午，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举行“代表通道”集体采访，9名省人大代表分三组依次亮相

“代表通道”，接受媒体集中采访。其中4位代表就公共卫生、交通、人才、就业等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1 月 24 日下午，省十三届人大四次

会议代表团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省

人大代表、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

总工会主席梁耀钧参加了肇庆代表团的

审议。梁耀钧表示，政府工作报告 36 页

“稳步提升社会保障水平”部分提出“完

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稳步

提高养老、失业、工伤待遇，完善企业年

金、职业年金制度，规范发展养老保险

‘第三支柱’”。这是实施兜底民生服务

社会的好事，是惠及更多底层百姓的福

祉。

梁耀钧建议加大对城镇困难职工生

活的关注度，尤其是对珠三角城市的困难

职工开展大普查，提高帮扶标准，改善困

难职工生活。肇庆愿意提供先行先试的

经验，共同推动珠三角核心区共建共治共

享发展新局面。

会后，记者就城镇困难职工解困脱困

话题对梁耀钧进行访谈。

记者：您在分组讨论会上提出建议加

大对城镇困难职工生活的关注度，是出于

怎样一种思路和依据？

梁耀钧：在人们的印象中，困难群众

大多数生活在农村，而城市居民有最低生

活保障，不会出现贫困。然而，城市困难

职工仍占低收入群体的一定比例，他们虽

然有最低生活保障线保障，但由于没有耕

地等生产生活资料，并受医疗、教育、基本

生活必需品开支等生活成本影响，他们实

际生活现状比农村一般贫困户和一些城

镇低保户还要困难。一旦患病或失业，生

活更是难以为继。城镇困难职工的解困

脱困目前大多主要由工会帮扶，且没有形

成系统性的长效机制。要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还需要有制度政策作保障，这是摆

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记者：肇庆的城镇困难职工脱困解困

总体现状如何？肇庆当地工会和人大为

此做了哪些努力和尝试？

梁耀钧：截至2020年12月31日，肇庆

市全国级建档困难职工全部达到脱困标

准，出档清零。但经我们调查摸底，相对

困难职工有439户。针对现状，市人大代

表积极履职，为民发声，提出困难职工解

困脱困工作建议。市人大常委会将该项

建议列为2020年两个重点督办建议之一，

积极争取市委市政府支持，落实帮扶资

金，多次派出调研组对各相关职能部门的

办理工作进行督导。

市总工会借助人大代表的监督督办，

在全力推进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攻坚战的

同时，同步谋划巩固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成

果，对各单位各部门各项帮扶政策进行全

方位梳理，打包政策，协同发力，形成政

策叠加效应，推动形成各部门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协调联动的工作新格局。于

2020 年 10 月制订出台了《肇庆市巩固城

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成果三年（2020

年——2023 年）行动方案》，巩固脱困成

果和防止困难职工脱贫返困。把不定期、

慰问式帮扶转变为常态化精准帮扶，分档

按月定额发放生活补助（1000 元、1300 元

和1500元）。在财政不宽裕的情况下，市

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安排行动专项资

金600万元（分三年安排，每年安排200万

元），不足部分由工会多方筹措资金作兜

底，将更多的资源向困难职工倾斜、向基

层倾斜。

记者：您在这方面的具体建议有哪

些？希望政府层面出台哪些决策？

梁耀钧：希望政府出台巩固城市困难

职工解困脱困的制度文件，支持工会建立

长效帮扶机制，加大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

困帮扶资金投入，实现相对困难职工的精

准帮扶和制度保障。

省人大代表、开平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梁俏筠：

鼓励发展新就业形态
支持灵活就业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就业形势

较以往严峻复杂，应该如何进一步稳

住就业基本盘？梁俏筠表示，要稳就

业，首先应做好重点群体的就业服务，

鼓励发展新就业形态，支持灵活就

业。其次，应重点抓好高质量就业，充

分发挥“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

家政”这三大工程的稳就业作用。特

别是我省作为全国制造业大省，同时

还要结合我们的产业实际，充分利用

技校和公共实训基地等载体，培养更

多高素质的技能人才，着力化解结构

性就业矛盾。

省人大代表、深圳城市交通
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专业
总工程师吕国林：

打造交通样板
实现“出行一张脸”

“未来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

行示范区‘双区’中，应重点围绕湾区高质

量互联互通，在加速提升区域交通一体化

服务方面下功夫。”吕国林认为，让老百姓

的城际出行更加便捷，加快大湾区的轨道

建设是关键所在。但目前在城际铁路建

设、跨市轨道对接上，仍存在审批建设模

式制约、利益共享机制不完善等难题。她

建议率先让广州、深圳等大湾区核心城市

先行示范，打造出都市圈交通“最亮双眼、

最强大脑、最快双手”的样板，实现运行一

张图、出行一张脸、货运一张单。

省人大代表、广州市儒兴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总裁许珊：

建议进一步完善
科技人才相关政策

对于我省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强省

方面，许珊建议要充分发挥大型企业和

各领域单项冠军企业的创新示范作用，

从而带动全省创新体系和创新产业链

条的形成。要持续加大产学研合作支

持力度，鼓励企业与省内乃至国际上的

科研院所合作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

究。要进一步完善科技人才的相关政

策，持续加强对战略性行业的杰出人

才、领军人才的政策倾斜，不断优化相

关落户、职称评定及其他配套政策细

则，加大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加快构

建国际化人才体系和高水平研发平台。

省人大代表、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梁耀钧：

建议提高城镇困难职工帮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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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亮相“代表通道”

畅谈疫情防控、灵活就业等热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