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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通道

1月12日上午，广东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一场“委员通道”活动在广州珠岛会堂举行。 6位广东省政协委员
分别就职业病、农作物种子、善爱湾区、高速公路服务区、家暴、文化旅游等问题发言。

大会继去年对标全国两会首次举办“委员通道”之后，今年继续举办两场“委员通道”。 1月14日下午2时10分，
第二场“委员通道”将在珠岛会堂举行。

呼吁重视“白领职业病” 委员做起保健操

在“委员通道”，胡世杰作为第一
位发言的委员， 来自医药卫生界别的
他， 关注的焦点是“白领职业病”，现
场， 他分享了几个简单缓解颈椎疲劳
的动作，现场的委员、记者都跟着一起
动了起来。“大家一起动起来，前后点
头、左顾右盼、肩项争力。 ”

“10个上班族9个颈椎痛”，那颈椎
病、“鼠标手”、下背痛等，算不算职业
病？ 在发言前，他提出上述问题。 他认
为， 这几种疾病虽然都不在我国职业
病目录名单内，不属于法定职业病，但
事实上， 这类新型职业病所造成的危
害并不亚于传统职业病。

胡世杰给出了三个建议。 一方面
职业人群自己要加强自我保护，劳逸
结合，“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
责任人。 ”同时，用人单位要重视新型
职业病的预防控制，提供符合劳动工
效学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引导职工采
取工间操等方式，尽早预防“白领职
业病”。

此外，在国家将“白领职业病”纳

入职业病目录名单之前，他建议相关
部门加强研究，将相关防控措施作为

“健康企业”重要内容，并考虑把用人
单位落实情况与工伤保险费率浮动
机制挂钩， 推动用人单位落实责任，
全方位开展职业健康管理活动。 会
后，他向记者解释称：“企业如果花心
思去做白领职业病的防治，达到了一
定的标准，将企业的工伤保险费费率
往下降一点，企业能获利，他们也就
能积极去做。 ”

“建设种业大数据中心，共建共享
全省种质资源大数据库， 构建表型分
析与基因型鉴定数据库。 ”省政协委员
王清认为， 芯片是现代工业的核心和
灵魂， 而小小的种子就是现代农业的

“芯片”，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产业。
为此她在发言时建议，建设广东“种业
硅谷”，打造种业强省。

王清说， 可以依托岭南现代农业
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或者广州国
家现代农业科创中心等现有平台，实
现上述的目标。 同时要发挥广东在作
物航天育种、分子育种、基因测序，以
及大湾区种业人才聚集等优势， 大力
发展生物育种产业，建设规模大、集聚
性强的生物育种产业高地。 同时，设立
专项基金，确保广东种业基础性、公益
性研究能持续稳定开展。

在种业人才方面， 她建议将广东
省种业高端人才纳入省级紧缺急需人
才目录范围，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支
持华农、 仲恺等农业院校加强现代育
种专业后备人才的培养。“一粒种子可
以改变一个世界。 ”王清说。

来自文艺界别的省政协委员卜绍
基，将关注焦点放在慈善方面，建议
以文化艺术交流为纽带，建设“善爱
湾区”。

卜绍基说，慈善，是衡量一个社会
文明的标尺，也是一种社会共识，更是
当今世界发展的主题。 他呼吁，以文化
艺术的合作与交流为纽带， 在建设人
文湾区的同时，大力推动“善爱湾区”
的构建。

为此他建议， 可以通过定期举办
湾区特殊人士的文化艺术交流展演，
拓展内地文艺公益的服务范围； 以深
化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交流与合作
为抓手， 推动湾区慈善事业一体化发

展， 争取三地的特殊人士在湾区的不
同地方， 都能享受同样的文化福利和
文化服务。

“如何推动广东省高速公路服务区
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省政协委员李
震霄发言的主题。

有数据显示， 在服务区人均停留时
间不超过十分钟，在广东一些人流较大
的服务区日均人流量超过两万。 在旅游
旺季，通过高速公路到达景区的游客占
90%，自驾人数占50%。

“通过这组数据，我在考虑如何让经
过服务区的人们停下来、慢下来，让服
务区成为享受的驿站。 ”李震霄提出了
自己的建议，认为加快制定全省服务区
发展建设指导意见，建立服务区综合开
发利用保障机制， 出台解决服务区用
地、建设、油站指标、持续高效运营的扶
持政策。

同时，结合地方特色和公众需求，打

造一批特色服务区，做到“一区一特色、
一区一精品、一区一主题”。 服务方面，
多在塑造品牌化、标准化服务模式上下
功夫，用服务升级引导消费升级，提升
服务区经营效益。

去年11月25日，是第20个“国际消除
家庭暴力日”，这一天，某知名博主公开了
自己遭遇家暴的经历，引起社会对家暴的
广泛关注和热议。汪洪说，调查显示，中国
2.7亿个家庭中有30%存在家庭暴力，其中
90%的受害者是女性，“也就是说， 有8000
多万女性，生活在暴力的阴影下。 ”

如何帮助和保护她们？ 汪洪认为，
《反家庭暴力法》的颁布只是反家暴漫长
征程的一个开端，家暴是老问题，需要新
办法，反家暴是大问题，但需要小切口。

汪洪呼吁， 广东要尽快出台实施反
家暴法的办法，多部门联动构建综合性
反家暴工作体系。 通过实行“首问责任
制”，公安机关、村、居委会、妇联等单位
接到受害人反映后，首次处理人要持续
跟踪负责后续的处理工作，防止处理人
频繁变动延误工作。

汪洪说，她是一名法官，对司法保护
更加关注，人身保护令对反家暴工作至
关重要。 在法院签发人身保护令裁定书
后， 加害人违反裁定书实施家暴行为
的，应予以司法拘留，情节严重的可以
以“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移送公安机

关处理。 此外，要将情节严重的加害人
列入失信名单，并实施信用惩戒。

在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汪洪提
到，去年12月，办法草案已经提请广东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审议，拟在既有反
家暴法的基础上，推出更多细致有效的
举措，并将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人也
纳入保护范围。

此外， 针对男性受到家暴的问题，
汪洪认为， 家暴受害人不仅限于女性，
反家暴与性别无关，只要是受到了暴力
的伤害，都应该是被保护的对象。

省政协委员杨琪认为，爱国主义是民
族精神的核心，粤港澳地缘相近，有着不
可分割的文化血脉。他建议整合粤港澳爱
国主义文化资源，构建爱国主义文化旅游
路径与品牌线路，使之成为粤港澳大湾区
旅游文化名片，促进三地民心相融。

杨琪带来三个建议， 一是建立协调
机构， 整合大湾区爱国主义文化旅游资
源；二是加强交流合作，共同开发爱国主
义文化旅游资源。 大湾区内各地爱国主
义文化资源之间前后相承、互相呼应，凝
结着港澳与内地共同的记忆， 建议相关
城市通力合作，将史迹点串联起来，共同
开发、设计优质的爱国主义旅游线路。

三是打造大湾区爱国主义旅游文化

精品，加强文化和旅游的合作，促进港
澳与内地人心和共识的作用，同时提升
大湾区旅游路线在全国的影响力。

●省政协委员、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副院长胡世杰：
“白领职业病”危害大 应尽早正视防控

●省政协委员、广东林中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清：
打造“种业硅谷” 加强专业后备人才培养

●省政协委员、广东画院美术馆副馆长卜绍基：
以文化艺术交流为纽带 建设“善爱湾区”

●省政协委员、广州市黑石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震霄：
加快制定指导意见 让服务区成为享受的驿站

●省政协委员、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院长汪洪：
尽快出台《反家暴法》实施办法 实行“首问责任制”

●省政协委员、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琪：
整合粤港澳大湾区爱国主义文化资源 打造旅游文化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