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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通过分类施
策、精准服务，切实解除未
返乡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胡斌表示，对于他们在川内
的家人，将会实施分类帮
扶。另一方面，对于在川就
地过年的农民工，四川也拿
出了实实在在的保障举措。

委 员 在 这 里

省政协委员、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厅长胡斌。 郝飞 李向雨 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即使是在省两会期间，省政协委员
胡斌依然需要在会议间隙不断沟通工
作。作为四川省人社厅厅长，这段时间，
农民工群体是他忙碌的最大主题。作为
全国劳务大省，这个春节，四川如何保障
好在川就地过年农民工的服务，如何帮
扶好未返乡农民工家庭，备受关注。

“我们会用最全面的保障，来守护好
农民工兄弟们的春节。”胡斌介绍，四川
省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已经发出相关通
知，要从生活保障、文化生活、合法权益、
居住安全、就业帮扶等五个方面做好在
川就地过年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

同时，胡斌透露，眼下，省人社厅正
联合多个部门共同着手、探索，通过更多

‘云’上的方式，让身处异乡的农民工兄
弟们，能够感受到来自家乡的问候，“为
就地过年的他们，守住这一份乡愁。”

关键词：就地过年
“这是一份需要将心比心的问候”

面对记者，胡斌很坦诚。2020年，
省内农民工总数在1459万左右。从前，
每年春节返乡过年的农民工占总数的
2/3，今年，这个数字争取控制在 1/3，

“因为在春运开始前，已经有一部分农民
工回乡了，他们都按照各地的防疫要求，
做好了登记、检测和隔离工作。”

据胡斌介绍，针对在外务工的农民
工群体，四川已经和各地政府部门展开
合作，一方面，四川在各省的驻外办事
处，会与当地党委政府、企业行业加强
合作，做好对川籍农民工就地过年的保
障，包括开展培训、走访慰问等方面。
同时，在川内，全面摸排统计未返乡农
民工家庭基本情况，建立工作台账。对

未返乡农民工困难家庭进行走访慰问，
发放必要的生活物资、防疫物资。

“我们要通过分类施策、精准服务，
切实解除未返乡农民工的后顾之忧。”胡
斌表示，对于他们在川内的家人，将会实
施分类帮扶。例如，对留守老人提供走

访探视和生活照料服务，组织留守儿童
参加“童伴计划”“爱心暖冬”等活动，“还
会帮助留守家庭通过网络视频连线未返
乡农民工，实现网上拜年、共叙亲情。”

另一方面，对于在川就地过年的农民
工，四川也拿出了实实在在的保障举措。

“我们想的很细。”胡斌谈到，在生
活上，要最大程度满足在川就地过年农
民工的购物、休闲、娱乐等出行需求。
在文化生活上，包括深入企业开展形式
多样的送温暖、送祝福、送文化活动，推
动公共体育场馆春节期间向农民工免
费开放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保障困难农民工
基本生活上，明确要对符合条件的农民
工及时发放临时生活补助。具备条件的
地区，可按规定对承租公租房的农民工
减免春节期间租金、适当提高租赁补贴
发放标准。春节期间逾期缴纳公租房租
金的农民工家庭将不计入违规记录，各
地不得收取任何形式的滞纳金、违约金。

“这是一份需要将心比心的暖心问
候。”这个春节，胡斌也不会回家乡，“我
们感谢那些就地过年的农民工兄弟，保
障好他们的同时，也会做好已回家农民
工们的防疫工作。”

关键词：稳就业
“这是一项最大的民生工程”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在 2019 年的
四川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千方百计保
居民就业”这一项，被作为2020年重点
工作单独提出。城镇新增就业 85 万
人，明确成为 2021 年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主要预期目标之一。

与之相对应的，是几乎每一年，都
会有就业形势最严峻的预判。在胡斌
看来，眼下，社会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
的阶段性是错位的，一方面是社会发展
的智能化、信息化和自动化，另一方面

是当前劳动力开发还停留在主体从农
民工向技工转型的阶段，而非以工程师
为主体，“我经常用的一句老百姓的话，
叫作‘机器在吃我的岗位’。这，实际上
是全世界都在面临的问题。”

“所以说每一年越是艰难，其实也
在考验我们的担当和意志。”面对疫情，
2020 年四川城镇新增就业 96.2 万人，
超额完成了国家和省上定下的任务。
到了2021年，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保就
业已经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头等大事
之一，相关工作呈现出“质的飞跃”，“形
成了上下‘一盘棋’的格局。”

关键词：“十四五”重点工作
“这是一份要在新时期新阶段
融入新发展格局中的计划”

站在“十四五”的开局之年，胡斌透
露，全省人社工作的主要方向已经确
定，“这是一份要在新时期新阶段融入
新发展格局中的计划”。

首要就是就业工作。针对稳就业
保就业，将在体制机制上下更大的功夫，
其次是人才人事。紧接着是保发放。主
要是社保发放，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
和工伤保险等，在这方面，将继续在保障
权益和为企业减负上下功夫，稳妥推进
主体工作。最后是对平台经济的灵活运
用，对共享用工等新趋势的发展。

同时，中央为四川送来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这个“大礼包”，这也意味着人
社工作将面临更多机遇和挑战。

“今年，这些工作还将继续深入，合作
的范围也会更大。”胡斌表示，将从川渝两
地携手共同促进就业、提高收入水平、优
化农民工服务保障、人才技能提升、社会
保障体系互通、构建和谐劳务关系、公共
服务均等化普惠化等 7 个方面深入推
动，“用打破地域限制的多领域协同合
作，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

省政协委员、省人社厅厅长胡斌：

用最全的举措 保障农民工就地过好年

省政协委员张勇：

中医并非“慢郎中”应加强对急重症危重症的治疗

省政协委员张勇。

“在一般人的认识里，中医是“慢郎
中”，只能治疗慢性病或者调理身体，实
际情况并非如此。”省政协委员、国家级
名中医、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张勇告诉记者，从有关中国古代疫病防
治史书中考证，中医在古代疫情预防和
治疗方面都有贡献。“而且在去年疫情
防控期间，中医在治疗急重症危重症方
面也取得了国内外公认的疗效。”

2021年省两会期间，张勇提交了
《中医应加强对急重症危重症的治疗》的
提案，以期推动中医的创新发展以及中
医治疗急重症危重症人才队伍的培养。

建议
着力研发治疗急重症危重症
特效确切的新型中成药产品

“去年武汉抗疫期间，中医药介入
了治疗的全过程，在治疗急重症危重症
方面取得了国内外公认的疗效。”张勇
表示，很多专家认为中西医结合治疗能
减缓、阻止重症转危，提高治疗率，降低
病亡率。

他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对
口支援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接管的

一个病区为例：该病区主要采取中西医
结合治疗，共收治新冠肺炎患者 103
例，其中重型80例，危重型7例（有创机
械通气 5 人），中医参与治疗 100%，最
后治疗结果总有效率达到 91.95%，取
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

“中医中药是能够治疗急重症危重
症的。为了使中医药在未来有可能发
生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在治疗急重症危
重症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提出三点
建议。”张勇表示，首先就是要从中医经
典著作及古籍中深入挖掘，整理出更多

有效的方剂和药物并加以创新。
张勇说，武汉抗疫中，被国家药监

局批准为治疗新冠肺炎重型、危重型病
人使用的血必净注射液就是一种创
新。“因为血必净的主要药物组成是红
花、赤芍、川芎、丹参、当归等活血化淤
药物，其中没有用一味清热解毒的药
物。如此配方考虑的是根据现代药理
研究活血化淤药能够改善人体的血液
循环，促进吸收。”

同时，张勇建议要加强中医治疗急
重症危重症人才队伍的建设。“中医院
校课程设计应增加本科生经典著作课
时，尤其是增加温病学的教学课时，为
培养更多更好的治疗急重症危重症人
才打好扎实的基本功。”张勇表示，要扩
大温病学研究生的招生比例，尤其是要
扩大温病学博士研究生的招生比例，而
且在省市层面要保持中医治疗急重症
危重症的专业团队。

“要着力研发治疗急重症危重症特
效确切的新型中成药产品，同时恢复传
统治疗急重症危重症的中成药生产。”
张勇强调，尤其是要恢复“温病三宝”安
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的生产，因为
目前市面上已难以买到这类药。

展望
在传承中“守正创新”
未来实现质的突破

1月30日上午，四川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成都开幕，会
议听取了代省长黄强代表省人民政府
作的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要大力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融合发展，
加快中医药强省建设。

采访过程中，张勇多次提及“创新”二
字。他认为，中医药能够发展并非偶然。
作为中医人，要做的就是在传承中‘守正
创新’，并且希望能够实现质的突破。

“比如刚才提到的血必净注射液，就
是从不同角度入手考虑、创新使用中药，
在一些急重症危重症的治疗中起到作
用。”不仅如此，张勇还提到在剂型方面
也可以创新。“例如中药的免煎药，同时
我们还可以多研制一些有效的通用方。”

去年“战疫”，张勇所在的成都市第
一人民医院组建了中医专家“云会诊”
团队，运用 5G、互联网进行隔空“望闻
问诊”。“利用科技手段，也是我们的创
新方向之一。”张勇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