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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国两会时间即将开启

封面新闻特色栏目 邀你共听“春天好声音”

阳春三月，北望京城，全国两会，共
同关注。

这是一场“春天的相聚”，十三届全
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
会议，将分别于3月5日、3月4日在京开
幕。这是我们党第3个历史决议发布后
的两会，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的两会，
意义非凡。

——对中国而言，在“十四五”实现
良好开局，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后，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
发展环境、实现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
有效衔接、聚焦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目
标、高质量发展等大事，将是今年全国
两会的重要议题。

一如从前，智媒云将继续成为封面
新闻今年两会报道的最大亮点——封
面新闻特别报道将进一步打破距离限
制，开启全国视野，多渠道、新形式，与
网友共同倾听来自全国两会的“春天好
声音”。

智媒编辑部有新亮点
热词云图一“点”即现

今年，在万物互联之下，封面新闻
智媒编辑部有新亮点，数字化、场景化
元素将越来越多融入全国两会报道，给
受众带来沉浸式体验。

其中，热词云图将率先亮相。在政
府工作报告发布后，我们将从现在回溯
从前，聚焦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
来的热词，用交互式H5形式，集中展示
5年来的热词云图，让受众在热词变化
中，感受生活的变化、发展的脉动，并可
一键生成海报分享到朋友圈。

同时，可视化和场景化也是关键。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封面新闻智媒编辑
部将继续推出新技术，为微博、微信赋
能，加强与抖音、快手等平台的竖屏小
视频合作，呈现两会专用醒目大字体竖
屏小视频模板，加深交互小视频应用，
并用3D建模、MR视频等产品形态，实
现两会报道中的关键词可视化、民生数
据可视化、代表委员观点可视化、音频
听单可视化。

在数字化上，封面数字工作室将继
续推出程序绘制地图、数据可视化模板
与知识图谱前端研发，生成柱状图、趋
势图、热词云图等，其中《两会封面日
报》《数说两会》《两会时间轴》等栏目，
等你亲自打开。

专业解读有新观察
代表委员履职“云”上相约

技术加持更好呈现，内容专业是核
心。

在全国两会前夕，国新办举行的系
列新闻发布会上，各部委部长将对
2022年各部门主要工作进行解读。届
时，封面新闻将带着网友所关注的问题
进行现场提问，同时上线视频栏目《提
问部长》，为两会报道打响前阵。

在全国两会期间，新栏目《两会新
观察》将聚焦热点话题，对话相关政府
职能部门、专家学者，从专业角度解读
两会热点。老牌栏目《代表委员在这
里》将持续发力，聚焦热点提案议案、专
访各领域代表委员。还有《两会“云”访
谈》栏目，将根据全国两会热点与政府
工作报告重点，每天设置主题，邀请多
位知名代表委员与专家学者，展开多方
即时线上交流，将最新、最热解读及时

送至你的“指”尖。
值得期待的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势必将继续成为今年全国两会关注
的焦点。对此，《我们的“双圈”·川渝

“对对碰”》栏目将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重要关注点，分别专访四川、重庆
两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这个春天，
碰撞出新的“火花”。

民生所向有新话题
“向往的生活”就在身边

有专业的声音，也有热切的期盼。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封面新闻还将

推出《了不起的我们》，这是拍客主题短
视频征集，以“了不起的我们”为主题，
晒幸福生活、美丽家乡，歌颂凡人壮
举。封面新闻青蕉社区将同步开设话
题。在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
园城市示范区专题栏目《向往的生活·
我在成都》中，将邀请在成都生活或定
居的蓉漂，包括策展人、文创店主、艺术
家、学者等，讲述他们的成都情结。

媒体联动也有更多呈现。2013年
的全国两会，为中国未来10年描绘了
宏伟蓝图，更为幸福民生指明了清晰路
径。10年间，中国飞速进步，我们也乘
着时代的风在前行。今年全国两会期
间，包括封面新闻在内的全国10家媒
体将推出《我们的10年》主题报道，聚
焦总书记曾去过的10个地方、见过的
10个人，从普通人的10年变化里，看时
代巨变下的中国梦。类似的，还有《国
潮兴文化行》栏目，全国两会期间，包括
封面新闻在内的多家媒体，将各自邀请
代表委员，以当地“国潮”产业为抓手，
畅谈文化自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聚焦2022年全国两会

全国政协委员贺盛瑜呼吁：

支持“三区三州”高校“申硕”培养本土型高端人才

委 员 在 这 里 调研
“三区三州”硕士学位授予高校

仅占总量数的0.8%

作为一名学者，贺盛瑜十分关注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后的人才培养问题。在她看来，人才
是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承担者，是有效
衔接乡村振兴的推动者，也是基层治理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但目前一些
民族地区人才队伍新鲜血液补充不足，
后继乏力。

为此，贺盛瑜呼吁，政府部门应高
度重视欠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希望国
家能加大对凉山高等教育的扶持，加强
高层次本土人才的培养。

写提案前，贺盛瑜针对“三区三州”
的人才培养问题做了详细调研。她的
调研结果显示，“三区三州”引进人才很
难，要留下人才更难。她以凉山州为
例，在全州专业技术人员中，拥有研究
生学历者占比不到1%，引进的研究生
学历人员年均流失50%以上。

同时，贺盛瑜在调研时还发现，我
国硕士学位授权点布局有待优化，特别
是在“三区三州”地区，硕士及以上学位
授予单位严重匮乏。同样以高校为例，

目前我国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授予权
的619所高校中，仅5所位于“三区”，仅
占总量的0.8%；人口近800万、面积8.3
万平方公里的四川凉山州、甘肃临夏
州、云南怒江州“三州”则一所也没有。
范围缩小到四川，目前全省27个硕士
学位授权单位均位于成都、绵阳等经济
相对发达城市，而面积占全省60%以上
的甘孜、阿坝、凉山等民族地区，在硕士
学位授权点方面还是空白。

建议
适当降低

“三区三州”高校“申硕”条件

贺盛瑜认为，少量的高端人才或许
可通过特殊政策和资金投入从外地引
进，但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所需的大量
能扎根艰苦边远地区的人才，尤其是

“本土型”高层次人才还得靠当地高校
培养。因此，她准备提出3个建议：

一是国务院学位办在规划布局硕
士学位授权单位时，实施“‘三区三州’
硕士学位点‘补白工程’”，给予其硕士
学位授权单位指标单列并大力支持“三
区三州”高校申报硕士学位授权点。

二是建议教育部、国家民委出台
《“三区三州”地区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支持“三区三州”地区高校“申硕”，加速
其培养硕士层次本土人才，从而有效推
进“三区三州”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振
兴发展。

三是建议适当降低“三区三州”地
区高校申报硕士学位授予权的条件，从
而提升高校办学层次，推动“三区三州”
地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席秦岭
见习记者周翼

今年是贺盛瑜当选十三届全国政
协委员的第5个年头。也正是从2018
年起，她从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副校长
调到西昌学院担任院长。

从繁华都市到大凉山，光阴荏苒，
转眼5年，贺盛瑜始终记挂着为民族地
区代言。履职以来，她以个人名义提
交的提案有25件、联名提案60件。每
每看见自己的提案得到相关部门的响
应，推动了问题的解决、社会的进步，
是她最幸福的时刻。

今年两会，贺盛瑜重点带了3件提
案，分别是《关于优化硕士学位授权点
布局，支持“三区三州”地区高校申报
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建议》《关于进一步
加大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建设支
持力度的建议》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特
色产业发展水平 促进乡村振兴阔步
前进》，从题目中不难看出，她心系的
依然是民族地区的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贺盛瑜

封面新闻全国两会报道
部分特色栏目

热词云图
聚焦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

来的热词，用交互式H5形式，集中展示5
年来的热词，让受众在热词的变化中，
感受生活的变化、发展的脉动。

两会新观察
聚焦热点话题，对话相关政府职能

部门、专家学者，从专业角度解读今年
的两会热点。

代表委员在这里
聚焦热点提案议案、专访各领域代

表委员。
两会“云”访谈
根据全国两会热点与政府工作报告

重点，每天设置主题，邀请知名代表委员与
专家学者，展开多方即时线上交流。

我们的“双圈”·川渝“对对碰”
围绕双城经济圈重要关注点，分别

专访四川、重庆两地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在这个春天，碰撞出新的“火花”。

了不起的我们
这是拍客主题短视频征集，以“了

不起的我们”为主题，晒幸福生活、美丽
家乡，歌颂凡人壮举。

向往的生活·我在成都
邀请在成都生活或定居的蓉漂，包

括策展人、文创店主、艺术家、学者等，
讲述他们的成都情结。

我们的10年
聚焦总书记曾去过的10个地方、见

过的10个人，从普通人的10年变化里，
看时代巨变下的中国梦。

国潮兴文化行
多省联动，代表委员从“国潮”产

业，看文化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