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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全国人大代表徐萍：

建议实施国产二价HPV疫苗自愿免费接种

聚焦2022年全国两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澜
陈彦霏 荀超摄影报道

一身卡通人物白T恤、简洁干练的
装束、对来自基层的建议如数家珍……
1995年出生的徐萍是十三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四川代表团最年轻的代表。

“进入履职尽责的第5年，随着年龄增
长，我的心智和工作方式越来越成熟，
尤其在履职过程中，收获非常大。”她
说，今年将继续贡献“青春力量”。

说收获
两条建议得到回应成就感满满

下社区，做调研，上网络，听民意。
家境贫寒的徐萍在爱心家庭的帮助下
完成了大学学业，这样的经历让她希望
自己能当好人大代表，更好地去倾听民
意，替群众发声。

“这几年，我提交的建议中，有两条
反馈比较明显，一个是2019年关于加
强反性骚扰教育与校园性别意识提升
的建议；一个是2020年和2021年连续
两年提交的关于家庭教育方面的建
议。”除了走访调研，徐萍也会通过社区

活动、基层走访、讲座宣讲等方式了解
一些问题，进而形成可行性建议。“现在
《民法典》第1010条规定了性骚扰的认
定标准以及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防
止和制止性骚扰的义务。虽然这不是
针对我个人建议的反馈，但能有这样的
结果，我特别高兴，很有成就感。”她说。

让徐萍高兴的还有关于“家庭教
育”方面的反馈。“家庭教育是很多人关
注的话题，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倡
重视家风、注重家教、重视家庭，让大家

对家庭建设有了更深的认识。”她说，“去
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家庭教育促进
法》。法律明确，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负责实施家庭教育。”看到自己
关心的“家事”上升到“国事”，她开心不已。

为群众代言的同时，徐萍也在不断
提升自己。“这几年的工作锻炼使我认
识到，如果想要工作有进步，个人掌握
的技能必须要更丰富，目前我正在攻读
研究生。”工作、学习的同时，她依旧保
持着乐观状态，并积累了很多兴趣爱
好，“我会在业余时间下围棋，还考取了
茶艺师资格证，希望以后能通过自己的
努力，继续为大家服好务。”

谈建议
将国产二价HPV疫苗纳入免疫计划

最近几天，徐萍正在校改、完善即
将提交的建议，其中包括“关于普及和
推广国产二价宫颈癌疫苗适龄女性自
愿免费接种的建议”。

“宫颈癌发病率在女性恶性肿瘤中
居第二位，每年都会夺走30多万名妇女
的生命。在我国，城乡妇女宫颈癌发病
率与死亡率呈逐年上升和年轻化趋
势。宫颈癌是我国15-44岁女性群体

的第二大恶性肿瘤。”徐萍调查发现，
“宫颈癌初期治疗以手术为主，费用为2
万-5万元；中晚期以放化疗或靶向药
物治疗为主，费用多达数十万元，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时有发生。”

接种宫颈癌疫苗（HPV疫苗）可有
效预防宫颈癌。在疫苗接种覆盖率高
的国家和地区，HPV感染率和宫颈癌
前病变的发病率下降达90%。在费用
方面，至今全球有104个国家将HPV疫
苗接种纳入计划免疫，即可以给特定年
龄女性免费接种，但在我国，目前仅少
部分城市启动了免费接种项目，全覆盖
面狭窄，亟待有力推广。

“我国是继美国和英国之后第三个
实现HPV疫苗自主供应的国家，国产
疫苗的安全性和预防效果指标上，均与
进口疫苗相当，但价格便宜一半。”徐萍
建议，将性价比最高的二价HPV疫苗
纳入免疫计划，以13岁－15岁女生为
重点实施自愿免费接种对象，由卫健
委、妇联、教育、财政等相关部门协同制
定实施方案，有序普及接种，尽快使全
体女性受益。同时加大对接种宫颈癌
疫苗和宫颈癌的科普宣传，将宫颈癌预
防教育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深入社
区、企业、学校为广大女性普及科学预
防知识，提高女孩HPV疫苗接种率。

2022年全国两会开幕在即。最近，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社科院马克思主
义研究所研究员、西南交通大学教授杨
先农正结合前期调研，精心打磨即将提
交的两份建议。2月28日，他在接受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年全国两会，他最关心的依旧是民生
问题，准备提交的两份建议分别是关于
困境儿童和灵活就业人员的。

关注儿童罕见病
建议发动社会力量共同攻克

在去年的走访调研中，杨先农注意到
罹患儿童罕见病的家庭所遭遇的困难。

儿童罕见病是指新生儿发病率小
于万分之一、患病率小于万分之一、患
病人数小于14万的疾病，符合其中一项
的即是罕见病。“罹患罕见病的概率虽
然小，但落到每个患者家庭就是百分之
百，给儿童造成很大困境。”杨先农说。

杨先农提到，儿童罕见病的医疗资
源不足、药品价格昂贵等都是目前面临
的现状，“虽然国内医学界也在发力，但
是研究儿童罕见病的相关资金依旧匮
乏。”同时，罕见病也会对儿童造成伤
害，“一旦外界排斥，孩子就会很难融入
社会，进而影响入托入学。”他说。

杨先农表示，之所以在今年全国两
会上提交这份建议，是希望在大众层面
提升对儿童罕见病的认知，一方面希望
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另一方面也
希望发动全社会力量来共同攻克罕见
病难题，为困境儿童带来保障。

事实上，履职5年来，杨先农一直关
注困境儿童的境遇。2018年，他提出应

细化困境儿童的认定标准，尽可能全面
覆盖需要帮助的儿童；同时要完善困境
儿童评估机制和机构，强化困境儿童的
发现监督机制。2021年，他建议相关部
门建立残障学龄儿童就学检查机制，防
止出现残障适龄儿童无学可上的情况。

关注灵活就业人员
建议提高该人群社会保障

近年来在与毕业生交流时，杨先农发
现选择灵活就业的毕业生逐年多了起来。

“灵活就业缓解了就业难，也给年
轻人提供了更多选择。”灵活就业人员
重点就是“灵活”二字，杨先农举例说，
灵活就业者在户籍地购买社保几年后，
转去外地工作，异地就业、异地养老等
如何衔接？这需要好的政策为其提供
保障。此外，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如何

能够高效办理，如何督查用人单位是否
为就业者缴纳社保？这也应当从制度
上进行优化。

在杨先农看来，社会保障是扶危解困
的阀门。在走访调研中他发现，灵活就业
人员总体收入差距较大，多数灵活就业人
员收入偏低，社保参保比例也较低。

为此，他建议，要提高灵活就业人
员的社会保障，尽量缩小收入差距。

建议变成现实
是最大的履职成就感

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多年，杨先
农最关注的是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这也
是他履职全国人大代表后，最关注的社会
现象。“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脱
贫攻坚，都需要全社会的力量。”他说。

2018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第一
年，杨先农就辞去了行政职务。日常除
了教学、科研工作以外，他的大部分时
间都花在了走访调研中，“群众有呼声，
代表就要有所应。”

数次为困境儿童发声、关注快递行
业三轮车管理……履职这5年，杨先农
的建议始终充满人文关怀，“群众有这
些呼声，代表就要有所应。”

5年来，杨先农发现，曾经提出的建
议正一点点变成现实。“这两年，残障儿
童的入学问题已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
关注，让残障儿童进入正常学校就学已
形成了政策。”杨先农说，这是他履职5
年来最大的成就感，“发现一个短板，提
出来，即便不能马上解决，事情也在往
好的方面转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秦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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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将第三次为困境儿童发声

全国人大代表杨先农

全国人大代表徐萍

全国人大代表余彬：
乡村振兴要善于借势

2022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作
为一名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在
履职的5年里，余彬见证了家乡翻天
覆地的变化。他说，乡村振兴离不开
国家的扶持政策、区域经济发展的大
势，“在大势和大局中找准定位，并学
会借势借力才会赢得腾飞的机遇。”

余彬来自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
市安哈镇长板桥村。他所在的村，位
于螺髻后山下。

小村落如何发展？余彬有一套
自己的逻辑：在区域发展的大势和大
局里谋发展。

“我们村位于螺髻后山下，螺髻
山发展好了，我们才能发展好。”余彬
说，村庄从20年前借螺髻山旅游发
展的势，起步旅游业。到如今，该村
庄已开了76家农家乐，包括余彬也
开了一家占地11亩的农家乐。

2019年初，四川谋划和启动了全
省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
（以下简称“两项改革”）。在改革浪潮
中，余彬所在的村整合了另外的村庄。

村庄的规模变大了，人口也增加
了，发展似乎也面临着转型的问题。

这一次，余彬不太着急。他在等
待，等待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中的
规划。因此，他叫停了欲新增的农家
乐。他还在思考一个问题：村子不能
总是发展农家乐，要注入新鲜的血液。

于是，过去5年里，余彬所在的村
庄“生长”出了100多亩草莓、100多亩
杨梅、两亩粉荞等“新物种”。他说，
背靠螺髻山，长板桥村发展旅游业的
方向不会变。他密切关注着螺髻山
申报5A级景区的新动向，并预判螺
髻山会迎来一个大发展的新机遇，长
板桥村也必将迎来一个发展的春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席秦岭

见习记者周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