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议成立初创中小企业援助基金
开发针对民企的保险产品

一直心系疫情防控与社会发展的黄
西勤，将自己的担忧落实在行动上。大年
初二，她便号召企业近 2000 名员工为抗
疫捐赠物资， 并积极团结新的社会阶层

代表人士为战“疫”募捐。 在多方共同努
力下，连夜洽谈货源，沟通运输渠道，历
经四天三夜， 采购到价值百万余元的防
疫物资并精准送达防疫一线。

2 月，到了复工复产阶段，黄西勤又
深入企业调研，组织团队开展《同心同行
共克时艰———2020 春节复工调研》和疫
情下企业经营发展的政策建议调查。 心
底有“数”之后，她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
于应对疫情政策优惠精准发力， 助推中
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提案》， 并与 21
位委员联名提交《关于出台政策措施支
持民营企业共渡疫情难关的提案》。

这两份提案中，减税、延缴、缓贷、快
批、稳工……一系列支持民企、中小微企
业共渡疫情难关的措施关键词， 均精准
地“打”在了企业在疫情期间平稳发展的
需求“七寸”上。其中，针对受冲击较大的
民营企业中的中小微企业， 她建议成立
初创期成长型中小企业疫情脱困专项援
助基金， 统一向社会集中采购可预防并
应对危机的供应链、 运营管理等培训服
务和法律、会计、资产评估、专利代理等
专业服务，帮助企业防范经营风险。

她还提出， 推动保险业将企业作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管理服务的重

点，针对民营企业开发专门的保险产品，
解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事后阶段”企业
的补偿、稳定和持续问题。

希望以标准化促进湾区“软联通”
构建三地职业资格互认机制

聚焦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是黄西
勤履职以来的关键词之一。 作为一名专
业的评估师， 她的事业在深圳启航，长
期深耕粤港澳三地，在成为国内大型评
估咨询集团国众联的董事长后，她清楚
地意识到三地专业服务人才的自由流
通联动，更能加强建设大湾区的“软实
力”。

去年， 黄西勤在推动设立粤港澳三
地人才合作协调机制上，即建议推广“大
湾区人才卡”“专业人士通行证”等，在税
收、出入境、执业资格等多个方面消除壁
垒，吸引更多港澳青年来内地就业创业，
促进专业人士在粤港澳三地的充分流
动。

今年， 她的其中一份提案更进一步
聚焦大湾区专业服务业人才的互联互
通。 她表示，对比世界三大湾区，粤港澳
大湾区第三产业占比处于较低水平，仅
占 62%， 而纽约湾区占比高达 89.5%。

“粤港澳专业服务业发展后劲足、 韧性
大，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她举例称，三
地职业资格互认存在规模体量小、 覆盖
范围小、互通条件少等问题，专业资格互
认及执业范围受到极大限制， 专业服务
业对接难度大， 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
有待健全等。

对此，黄西勤建议，大力推进粤港澳
大湾区专业服务标准化工作， 以标准化
为手段促进湾区互联互通。 可在国家相
关部门主导和专业行业协会指导下，支
持粤港澳大湾区专业联盟作为推进粤港
澳专业服务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开
展三地专业领域服务标准对比研究。“可
先从专业服务领域中选择细化行业做试
点。 ”她表示，可共同探索并发布实施经
粤港澳三地协商一致， 且社会各方普遍
认可并广泛执行的“湾区标准”。

同时， 构建强有力的粤港澳职称评
价和职业资格互认统筹协调机制。 由广
东省政府牵头， 建立粤港澳三地人才工
作行政负责人联席会议制度； 设立粤港
澳大湾区职称评价和职业资格互认领导
小组； 支持粤港澳大湾区专业联盟作为
粤港澳职称评价和职业资格互认的工作
平台，推动湾区专业人才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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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体系方便追溯关键信息
刘伟认为，在本次疫情中，区域性公

共交通人流量大，实名制体系不到位，导
致无法及时明确目标的追踪溯源。 他认

为，为了更好地保障城市应急管理，方便
实现关键信息追溯， 加快公共交通实名
制体系建设刻不容缓。

由此他建议， 由国家交通运输部门
牵头，出台相关政策法规，推动全国公共
交通实名制体系建设。 其中可以借鉴手
机通信卡实名制登记经验， 自上而下加
快交通卡实名制推广落实。 建立在实名
认证的基础上， 他还建议关联多种支付
方式，同相关利益方沟通协调，建立完善
的协作机制，制定相应统一的优惠政策。
因为鼓励电子票的推行， 不仅可以更高
效便捷获取乘客的出行信息和客流统
计， 而且便于公共交通单位对乘客出行
大数据管理。

由此可以建立全国公共交通出行
大数据统一平台， 推动交通数据源快
速融合。刘伟解释，建立公共交通大数
据平台， 可以对公共交通海量数据进
行统一管理、 智能分析， 挖掘数据价
值，这是城市信息化建设的需要，也为
城市管理和决策提供了全面、 详实的
数据保障。

城市管理、医疗领域借助人
工智能提升服务水平

在城市管理方面， 刘伟建议聚焦核
心场景应用，逐步拓展运用效能。早期搭
建首期“大脑平台”，初步实现城市大脑
在交通、公共安全、应急、公共卫生等领
域率先统一落地；第二步拓展到文旅、环
保、社区等民生领域，不断提升数据在城
市治理中的运用效能，推动“城市大脑”
的全面深化应用。

此外，他还建议加大“城市大脑”和
“数字政府”的建设，打破数据孤岛、条块
分割，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深化城市网格
化管理、社区防控，搭建应急管理大数据
应用平台。重点完善社区防控、网格化管
理和应急管理， 切实推动防控重心向社
区下沉。

在医疗领域， 刘伟建议可以深度应
用 A.I.科技，加快分级诊疗应用平台的
建设， 从而提高基层医疗机构影像、检
验、心电、病理、超声诊断服务水平。与此
同时，他还建议基于居民身份证号码，建
设全国统一的智慧居民健康码， 实现线

上线下一体服务。同时，运用人脸识别和
大数据技术等 A.I.科技，实现在线实名
认证， 解决线上线下业务场景中身份核
验与认证安全性问题，进一步提升“一码
通”实施与应用效果。

建立清理和预防拖欠账款
长效机制

在减轻民营企业负担、 优化民营企
业营商环境的方面， 刘伟建议建立清理
和预防拖欠账款长效机制。 加快及时支
付款项有关立法，从账款的支付时限、支
付责任、处罚措施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
解决拖欠账款中的“三角债”问题，防止
出现“边清边欠”“清完又欠”等现象。

此外， 他还建议加强政府工程项目
的审核， 在源头上杜绝拖欠账款。 他认
为，在项目立项时，应结合当地 GDP 水
平、 可支配财政收入等指标进行严格把
关，科学地评估政府工程还款能力，对严
重超出当地财力预算又不能提供其他还
款资金来源及还款模式的项目， 坚决不
给立项，制止无预算或超预算上项目。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会长黄西勤：

建议出台措施助中小微企业渡难关
减税延缴缓贷快批稳工……

全国政协委员、佳都科技董事长兼 CEO刘伟：

建议推动全国建立
统一的公共交通实名制体系

2018 年，广东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会长黄西勤开启了全国政协委员的履职之路。 三年来，她提交各项提案、建议及社情
民意 28 件。 而早在此前担任广东省政协委员的 17 年间，她累计提交 64 件提案，其中 7 件被评为“广东省政协优秀提案”。

在 2 月疫情防控最吃劲的关键阶段，黄西勤不仅采购防疫物资支援一线，更深入企业调研，与 21 名委员联名提交《关于出台政
策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共渡疫情难关的提案》。 黄西勤履职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粤港澳专业人才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今年她建议探索
实施专业服务的“湾区标准”，构建三地职称评价和职业资格互认统筹协调机制。 ■新快报记者 沈逸云

全国政协委员、佳都科技董事长兼 CEO 刘伟今年准备了 5 份提案，分别与智慧城市建设、城市联防联控、公共交通管理、
民营企业减负、医疗领域推广人工智能新技术等 5 个方面有关。 在这些提案中，除了民营企业减负的提案外，其余都与人工智
能的场景应用有关。 其中就如何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进城市管理和建设提出多项建议。 ■新快报记者 李应华

■全国政协委员刘伟。
（资料图）新快报记者 夏世焱/摄

■全国政协委员黄西勤。
（资料图）新快报记者 夏世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