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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乔欣） 随着中小企

业自身数字化转型进程的逐步推进，网

络安全问题也日渐突出，提升中小企业

的安全能力需要提到国家政策制定议

程。为此，出席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

议的住青全国政协委员马海军建议，推

动中小企业网络安全云服务建设，助力

安全产业协同发展。

提案中说，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和成熟，网络安全重要性和在数字经济

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中小企业在产业链

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面临的安全风

险正在进一步加大。目前中小企业缺

乏对网络安全的投入，缺的是技术。在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下，网络安全

云服务创新模式，能够为中小企业数字

化转型保驾护航。

马海军建议，网信办、工信部、发改

委等主管部委，出台中小企业网络安全

能力提升计划等相关政策，推动运营商

和全国主要省市地方政府建设集约式

安全云公共服务平台，并为其提供必要

的专项资金、贴息贷款等；工信部、发改

委等主管部委发布政策，鼓励“专精特

新 小 巨 人 ”类 企 业 采 用 网 络 安 全 云 服

务，将网络安全建设水平作为“小巨人”

类企业评选或复核的加分项，并给予税

收减免等；联合协会、智库、主要厂商共

同制定安全云服务的标准，规范安全云

服务建设和运营，加速网络安全云服务

新模式的落地和推广的政策，提升企业

网络防护能力。

马海军委员建议

推动中小企业网络安全云服务建设推动中小企业网络安全云服务建设
助力安全产业协同发展助力安全产业协同发展

在全国两会上，王绚委员建议
更加重视社情民意工作。反映社情
民意信息是人民政协履职的重要形
式，我们要盯紧社情民意信息收集、
报送、反馈三个关键环节，在建言资
政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为青海
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什么是社情民意信息？社会

动态、群众呼声、意见愿望等都是
社情民意信息。青藏高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大事，社区周
边最好有一个功能齐全的大广场
等愿景，都可以通过政协社情民
意的方式，向党委、政府和有关部
门进行反映，提出具体的、精准
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意见和
建议。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指出：“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
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仔细倾听群
众呼声，深入了解群众冷暖，着力解
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一些民
生领域存在不少短板”“人民群众对
政府工作还有一些意见和建议应予
重视”“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

“ 保 障 基 本 民 生 和 发 展 社 会 事
业”……这些工作，桩桩件件、点点
滴滴，都需要我们加强和改进社情
民意信息工作，发挥好社情民意信
息报送层次高、内容范围广、渠道畅
通快捷的“直通车”优势，让社情民

意跑出“加速度”，有力有效推动政
协委员履职建言“大作为”；让社情
民意成为服务发展大局“助推器”，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政协委员是信息“富矿”，政协
组织点多线长面广，我们要创新反
映社情民意方式方法，充分调动各
方力量，提升政协社情民意信息工
作质量和水平，更全面反映社会关
切，更好服务于党委政府的民主科
学决策。

郝 炜

更加重视社情民意更加重视社情民意

本报讯（记者 乔欣） 加大矿产资

源勘查力度，摸清资源底数，对于提升

国家战略资源产地储备能力，保障国家

关键性战略资源安全具有较强的现实

意义。为此，出席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

会议的住青全国政协委员朱春云建议，

要推广绿色勘查技术，加大青藏高原战

略性资源勘查力度。

提案中说，青藏高原是我国重要的

生态保护区，随着国家生态保护战略不

断深入，加之传统探矿技术的局限性，

我国重要战略资源储备区的矿产资源

勘查工作受到较大限制。但值得肯定

的 是 ，随 着 卫 星 遥 感 等 现 代 技 术 的 发

展，国内探矿技术也取得了较大进步，

这为生态保护区的矿产资源勘查找到

了一条创新之路。

朱春云建议，加大绿色勘查技术的

科研支撑和项目支持力度，大力推广绿

色勘查新技术、新设备、新成果的应用，

最大限度避免或减轻勘查活动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加强地质找矿理论与方法技

术创新，优化资源勘查布局，找准不同区

域的资源勘查重点，严格管理，探索新模

式，实现矿产资源绿色勘查，打造矿产资

源绿色勘查技术支撑体系。进一步协调

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需求间的关系，增

强战略资源安全意识，在保护生态的基

础上，应用绿色探矿技术，推进“高原盐

湖”“阿尔金山”“昆仑山”“冈底斯山”“西

南三江”等重要成矿带（区）的稀有金属

等重要战略性资源的勘查工作。

朱春云委员建议

推广绿色勘查技术推广绿色勘查技术
加大青藏高原战略性资源勘查力度加大青藏高原战略性资源勘查力度

本报记者 乔欣 莫昌伟

今年全国两会，李克强总理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推动发展方式

绿 色 转 型 。 深 入 推 进 环 境 污 染 防

治。加强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持

续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

大工程。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

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持续打

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如何立足省情实际，高水平建

设国家公园成为代表委员热烈讨论

的话题。

班果、王昆委员表示，高质量推

进国家公园群建设，加强顶层设计，

通 过 国 家 立 法 提 供 法 治 保 障 是 关

键。要真正把“形成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

公 园 为 补 充 的 自 然 保 护 地 管 理 体

系”的政治决策转化为立法决策，用

坚实的法学理论作为支撑。国家公

园是被全世界普遍接受的一种自然

保护通用模式，也是推动绿色发展、

促 进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有 效 实

践。建议通过国家立法，以国家代

表性、生态重要性、管理可行性为统

一尺度，指导规范国家公园群建设，

建立健全统一管理机构、制定相关

标准、完善资金投入机制、推进共建

共 享 、提 升 能 力 建 设 、促 进 合 作 交

流；出台《国家公园法（草案）》，推进

国家公园资源禀赋优势更多转化为

地方产业优势，吸纳原住居民、社会

公众，直接加入国家公园的保护建

设管理，共享国家公园带来的生态

红利和福祉；实施《国家公园法（草

案）》，强化国土空间治理、维护国土

生态安全，通过国家立法，把国家公

园群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

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

样性最富集的区域重大生态工程，

纳入国家法治体系，强化国土空间

治理、维护国土生态安全，有力推进

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

索南丹增代表说，政府工作报

告在回顾过去五年工作部分专门提

到了‘设立首批国家公园’，玉树藏

族自治州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的

主阵地，一直以来，我们始终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和期望，坚定履

行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地方主体责

任，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

举全州之力，全力推进三江源国家

公园建设各项工作任务，在国家公

园试点六年来，率先探索‘两个统一

行 使 ’实 现 路 径 ，创 新 生 态 保 护 机

制，初步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具有

三江源特点的国家公园建设管理保

护模式三方面的重大成果。面向未

来，玉树州将按照中央明确的三江

源国家公园的建设定位，继续坚定

不移扛起“中华水塔”守护人职责使

命，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做法，在实现原真、稳定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上有新作为，在实现绿色发

展上有新作为，在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上有新作为，为高质量推进三江

源国家公园建设奉献玉树力量。

鄂崇荣委员说，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是关乎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重大文化工程。黄河国

家文化公园象征着国家精神，是承载

中华文明、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增强

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空间。针对黄

河流域各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

题，建议牢固树立系统观念，推动黄

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功能互通、体系互

构、过程贯通、成果共享、互促共进；

更好地把握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

差异性的辩证统一，处理好黄河流域

不同特色文化带之间的承接与兼容，

不断增强黄河流域各族人民对中华

文化的认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进程中，在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

公共服务、休闲娱乐、科学研究中赋

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通

过建好用好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推动

不同园区优势互补、共同获益、共创

共享，打造世界大河文明学术文化交

流平台，推动黄河文化“走出去”，将

世界著名河流文明“引进来”；进一步

整合宏大多样的黄河文化资源，促进

黄河流域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价值

理念、精神情趣、生产技术和生活方

式上向现代化迈进，不断推动各地

域、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创新，促进国

家文化公园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工作深度融合。

为高水平建设国家公园凝智聚力为高水平建设国家公园凝智聚力

本报讯 （记者 乔欣） 省委省政

府联合国家有关部委印发了 《青海建

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行动方案》，力

争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盐湖产业集

群 ， 开 辟 盐 湖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新 格

局。为此，出席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

会 议 的 住 青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王 绚 建 议 ，

支持青海省组建国家级盐湖科技创新

平台。

提案中说，国家盐湖资源综合利用

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对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青海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

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要求，推动高

质量发展意义重大。青海盐湖资源因地

理位置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受限，不能

有力支撑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打造。

盐湖产业发展涉及多学科领域和上下游

关联产业，而目前盐湖化工企业创新动

力明显不足，盐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王绚建议，国家科技部批复盐湖资

源绿色高值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力争

通过该平台整合全国盐湖优势科技力

量，四位一体培养和引进人才，搭建产

学研共赢体系，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成

为支撑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国内一流

重点实验室；国家科技部批复组建国家

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力争

使该平台成为世界级盐湖产业创新高

地，支撑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

王绚委员建议

支持青海省组建国家级支持青海省组建国家级
盐湖科技创新平台盐湖科技创新平台

本报讯（记者 张晓英） 青藏高原

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是我国乃至全球

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也将有

力支撑我国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及

国家战略生物资源安全。为此，住青全

国政协委员高庆波向全国政协十四届

一次会议提交提案，建议支持青海省建

立青藏高原国家种质资源库。

提案中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

区、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重大决策部署，大力推进青藏高原生

态保护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生态

系统功能和质量稳步提升，珍稀濒危物

种种群得到显著恢复，建立了世界上规

模最大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完成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任务，加强了青藏高原生物

多样性原地保护能力。但青藏高原迁

地保存繁育体系基础薄弱，以生物种质

资源库为核心、动植物园和种质保藏圃

为辅助的迁地保护体系仍未建立。

高庆波建议，在国家层面支持青海

省建立青藏高原国家种质资源库，并给

与资金支持，建成后给与稳定的运行支

持，对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进行收集、保藏

和研究，实现种质资源共享，为我国应对

各类自然风险、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种质保障。

高庆波委员建议

建立青藏高原建立青藏高原
国家种质资源库国家种质资源库

↑仁青扎西、毕生龙、夏吾卓玛代表(由左到右)
会议间隙在一起讨论交流。 本报记者 张地委 摄

→韩文林委员认真学习报告。
省政协供图

贠红卫代表在审议时发言。
本报记者 张地委 摄

李青委员（中）在分组讨论中发言。
省政协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