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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开处方”

破解青少年“成长的烦恼”
现在是小树苗，将来要长成参天大树。青少年成长，关乎祖国未来、民族希望。警惕网络“丧文化”、

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让孩子们更爱体育动起来……今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聚焦青少年“成长的
烦恼”“开处方”，努力让健康幸福洒满每个孩子的人生路。

核心
提示

■ 关键词：法治教育与司法保护
用法治为青春保驾护航

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武器为孩子的青春保驾护航，
成为委员们建言的着力点。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使
广大青少年从小树立法治观念，是促进青少年健康成
长、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不能把法治教育简单理解
为普及法律常识和规范行为习惯，应注重法治精神的
培育。”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曹义孙说。

曹义孙建议，围绕《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提升
学校的教育教学能力，在技术手段上提高学习的趣味
性和参与感。还应动员全社会参与，结合中小学的社
会实践活动等开展形式丰富多样的普法教育，让有代
表性、教育意义的司法活动走进校园。

青少年的司法保护至关重要。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建议，完善构建完整的
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司法令状体系，用法律筑起
青少年维权的最后一道防线。

他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
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
职责或者严重侵犯被监护的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人
民法院可以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发出
人身保护令，责令其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得
实施家暴等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 但 是 ，没 有 规 定 检 察 院 和 公 安 机 关 的 令 状 制
度。”汤维建建议，完善相关法规，形成法院的人身保
护令、检察院的监护督促令、公安机关的告诫令，构成
较为完整严密的司法令状体系，对未成年人提供更充
分的司法保护。 （北晚）

■ 关键词：健康发展
让孩子更爱体育运动

体 育 锻 炼 是 促 进 青 少 年 健 康 全 面 发 展 的 重 要 方
式。“让孩子更爱体育运动”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市政工程研究院副院长田春
艳认为，目前我们国家面向青少年开放的运动场馆还存
在不足。应加强顶层设计，加大体育场馆建设力度，挖
掘存量场馆设施潜力，优先保证青少年必要的体育活动
所需。“要把增强青少年体质、提高运动素质、培育敢拼
搏的体育精神提到更高位置，让孩子们有健康的体魄和
健全的人格，维持持久的创新创造动能。”

“‘双减’政策落地，大量学生希望在课后及节假日
进行体育活动，社区户外活动场地、操场、篮球场、足球
场等地出现一馆难求的局面。”田春艳建议，全面梳理各
地区中小学校内及校外可用场馆设施等情况，对人均场
馆面积低于地区平均水平的学校和社区加大新场馆建
设力度，给予必要的土地供给及财政预算支持。从可用
性、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多个角度对校外新建场馆设施进
行合理规划与管理。充分挖掘存量场馆设施潜力，特别
是学校、机构场馆设施，尽可能对公众开放，努力实现不
同群体有序错峰使用。

体教融合是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要举措。“体
教融合不仅要服务于竞技体育人才选拔，更要以‘健康
第一’为原则，让青少年在体育锻炼过程中享受乐趣、增
强体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冬奥组委体育部副部长王
艳霞认为，深化体教融合要重视长效机制建设，面向退
役运动员建立培养和选拔机制，吸纳合格人员进入体育
教师队伍，助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

■ 关键词：“网生代”
多措并举提升青少年网络素养

当代青少年是互联网原住民，天生带有网络“基
因”。“网络素养已经成为青少年基础生存技能,”首都
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郭媛媛认为，应
重视基础养成工作，多措并举提升青少年网络素养。

郭媛媛援引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11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1.6%。 从 网 民 年 龄 结 构 上 看 ，10 岁 以 下 的 网 民 占
3.3%，10至 19岁的占 12.3%。

“青少年数字化生存是未来发展的焦点。”郭媛媛
认为，网络是“网生代”青少年汲取成长营养、形成主
体意识的基础空间、环境、平台之一。应实施青少年
网络素养培育工程，加强对青少年个人信息泄露、网
络依赖、信息鸿沟、未成年网红等新问题的研究治理；
完善网络生态建设和治理的青少年模式；引入青少年
网络社群自治、协同治理等参与模式。加强对青少年
互联网政策、法规教育，强化青少年网络行为严格遵
守国家法律、社会道德的意识。

“应警惕网络‘丧文化’‘佛系文化’等亚文化对青
少年的影响。”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
主任皮剑龙调研发现，少数青少年以“丧文化”释放学
业等生活压力，以“佛系青年”自居，奋斗进取精神不
足。他建议，改善教育方式，帮助青少年坚定理想信
念，引导他们合理释放学业、社会等生活压力，将教育
引导同文化熏陶、社会实践有机结合，强化青少年的
精神支柱。

全国两会 热点

两会代表 建言

3月8日晚上，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北京代表团举行媒体视频
连线采访，来自文化领域的韩永进、任鸣两位代表聚焦老百姓的精神文
化生活，他们围绕“全民阅读”、文艺演出等话题积极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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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永进代表

“全民阅读”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图书馆理事会
理事长韩永进始终关注文化建设。他
曾经参与《公共图书馆法》立法、参加国
家文献储备库建设、走进校园讲“开学
第一课”、在抖音上发起直播……不断
推进“全民阅读”的广度和深度。韩永
进计算着，今年，“全民阅读”已经是第
九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而且“深入推
进”的提法，令他很欣慰。

韩永进回顾了 2020 年全国两会时，
“报告里一开始没有提及‘全民阅读’。”
在 代 表 审 议 报 告 的 过 程 中 ，韩 永 进 提
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是依靠读书学
习走到现在的，也必然依靠读书学习走
向未来。‘全民阅读’便是我们汲取人类
智慧经验的一种重要方式和方法。”韩
永进高兴地看到，自己的建议马上被采
纳并吸收进报告中。

前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到“全
民阅读”时，更多的还是倡导。在韩永
进看来，今年“深入推进”的提法标志着

“全民阅读”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韩永进认为，现在公众对读书学习

的意义、方向很明确，“全民阅读”已经
过了王国维先生所说的读书三个境界
里的第一个，即“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
高楼，望尽天涯路”。因此，“全民阅读”
可以进入到第二个境界了——“衣带渐
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他还说，虽然现在阅读形式多种多
样，但一定要学会善读书、读好书，从书
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这样才能达到王国
维先生所说的读书第三个境界，即“众
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
火阑珊处”。

■ 任鸣代表

为广大观众
奉献更多的艺术精品

“人民选择了我们，我们就要好好
地代表人民。”全国人大代表、北京人民
艺术剧院党组副书记、院长任鸣在视频
连线采访间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
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扩大优
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任鸣说：“北
京人艺必须走在前面，积极响应！”

今年是北京人艺建院 70 周年。70
年来 ，北京人艺上演了《雷雨》《茶馆》

《窝头会馆》《哈姆雷特》《骆驼祥子》《日
出》等诸多优秀作品。任鸣说，去年，北
京人艺上演了 400 多场演出，今年还要
加油干，演出更多的艺术精品，服务广
大观众。“我们满怀激情，要向艺术高峰
进军，真正做到出戏、出人、出经典，这
样才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观众对北
京人艺的期望。我们永远与祖国、与人
民、与观众、与北京同在！”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文化产
业促进法》的立法工作进程。《文化产业
促进法》将明确地方政府在促进地方文
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义务，以确保民
众能享受更好的公共文化服务。该法
律的制定将对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推
动文化产业驶进快车道发挥巨大的作
用。“作为文艺界的代表，我希望自己能
够积极地建言献策，为发展我国的文化
事业做出贡献。”任鸣说。

扎根艺术行业数十年，任鸣除了对
文化艺术工作有着浓厚的感情，还对行
业发展抱有强烈的责任感。他呼吁文艺
界的代表们能够同他一起建言献策，用
更多优秀的作品回报广大观众。（北晚）

人大代表聚焦百姓精神文化生活
高技能人才是中国制造业的

重要力量，他们身上蕴藏的工匠精
神 是 创 新 创 业 的 重 要 精 神 源 泉 。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奔驰汽车有限
公司首席技师赵郁持续关注高技
能人才发展问题。他建议，落实高
技能人才评聘细则，为“蓝领”人才
畅通发展通道。

赵郁发现，当前国家出台了一
系列支持高技能人才发展的举措，
但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阻力
重重。他说：“基层没有完善制度，
政策落地没有明确的主责单位，也
没有明确流程来指导工人们实现
职业发展贯通。当前，职称管理政
策未能及时与新政策接轨，蓝领高
技能人才没有与之对应的职称评
审标准、维度、方式和评审委员会，
高技能人才的优势发挥不出来。”

赵郁建议在高技能人才与工
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方面，出
台相关细则，明确主责单位和主体
责任。主责单位牵头制定符合高
技能人才技能属性、特点的职称评
审标准，符合破格评定的按政策破
格晋级，包括中华技能大奖、全国
技术能手等荣誉获得者，国家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享受省级以
上政府特殊津贴人员等优秀技能
人才。企业应建立健全符合技能
人才特点的工资分配制度，激励技
能人才自豪感。 （北晚）

赵郁代表

为“蓝领”人才
畅通发展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