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打造15分钟生
活圈、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十
余份建议，成为王麒作为十四届全国人
大代表首年参会的履职清单。

从2008年起，王麒连续四届当选全
国人大代表。“站在人民大会堂思考问
题，这为我提供了一个服务民众更为广
阔的平台。”王麒说。今年，她带来了诸
多不同领域的建议。

3月6日晚，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
工商联副主席、致公党四川省委常委、
四川启阳汽车集团董事长王麒做客
2023年全国两会封面新闻会客厅，聊她
关心的燃油车购置税减半政策和天府
法务区建设。

促进汽车拉动消费杠杆作用
建议延续燃油车购置税减半政策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着
力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
摆在优先位置。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

收入。稳定大宗消费，推动生活服务消
费恢复。

王麒表示，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
增速呈现放缓态势，特别是疫情对全
球消费都造成较大冲击，受疫情影响，
我国居民收入增长放缓，一定程度存
在不敢消费、存钱避险倾向上升的情
况，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未得到充
分发挥。

王麒认为，作为传统消费，汽车、家
电、家居、餐饮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四分之一左右，是消费的顶梁柱。汽车
产业与出行相关，是国家稳经济的重要
抓手，我国是汽车生产和消费大国，
2022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17亿辆，机
动车驾驶人达5.02亿人。

因此，她建议，进一步采取消费券、
定向折扣、购物补贴以及合理增加消费
信贷等方式，支持汽车、家电、家居、餐
饮、养老服务、教育医疗文化体育服务
等消费。

王麒还认为，基于经济发展需要，
在燃油车向新能源车转型的大日程中，
应统筹兼顾，既要坚定推进新能源汽车
发展的方向毫不动摇，又要确保总体乘
用车市场规模稳中有升。建议继续实
施燃油车购置税减半政策，促进汽车拉
动消费的杠杆作用，避免新能源汽车与
燃油车在政策支持上出现跷跷板现象，
从而实现平稳有序过渡。

建议国家层面支持
天府中央法务区提升发展能级

王麒介绍，天府中央法务区是全国
首个省级层面推动建设的现代法务集

群，2021年2月5日在国家级新区天府
新区启动运行。两年多时间以来，天府
中央法务区努力打造立足四川、辐射西
部、面向全国、影响世界的一流法律服
务高地。目前，天府中央法务区已完成

“建平台、聚资源”初期目标，进入“提功
能、升业态”中期建设阶段。

因此，王麒建议，国家层面在西部
地区布局法学教育、法治研究、法律服
务等机构时，考虑优先向天府中央法务
区集中发展，进一步形成资源聚集效应
和规模效应，帮助天府中央法务区快速
提升发展能级。建议将中国法治国际
论坛等国家层面的重大法治交流活动
放到天府中央法务区举办，发挥好天府
中央法务区在西部地区法治交流中的
引领示范作用。

王麒还建议，推动更多改革探索在
天府中央法务区先行先试，比如支持天
府中央法务区运用自贸区特殊政策引进
国际仲裁机构等等，以带动提升成都乃
至整个西部地区的国际化营商水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彦霏
北京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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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王麒：

建议延续燃油车购置税减半政策
封面会客厅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发展乡村特色
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防止出现规模性
返贫。

“乡村振兴”一直备受关注。2023
年两会期间，有不少全国人大代表带来
了关于如何振兴乡村的建议。第十四
届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
岷江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陶勋花正
是其中之一。

“作为来自基层、来自乡村的代表，
我最关心的还是‘三农’问题。其中，我
关注农村老龄化的问题已经很久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几乎是走到哪
里，就调研到哪里。这次参加全国两
会，我带来了关于放宽国家免费技能培
训年龄的建议。”陶勋花说。

助力乡村振兴：
让有劳动意愿的人参与培训

人口结构老龄化，是目前社会面临
的重要问题，这种情况在乡村尤为突
出。

根据中国农村网发布的《乡村振兴
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在实施
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中“人”的问题突
出，村庄人口老龄化程度深且劳动力受
教育水平低，性别比失衡情况普遍，各
地村庄中59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全村
总人口的比重均超过10%的老龄化社
会标准线，其中尤以东北、华北地区农
村老龄化程度最深。此外，文中还指
出，目前还存在乡村“三农”带头人数量
及能力不足的问题，“三农”带头人亟待
培养。

这样的情况，对陶勋花来说并不

陌生。除了自己所在的岷江村，陶勋
花还去过很多村庄。走一路、看一路，
陶勋花发现，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走出村庄、外出务工，农村50后、60后
的占比变得更大了。“这群50后、60后，
很多家里只有一个孩子，为了减轻孩
子的养老压力，他们一边要照顾老人，
一边还要照顾孙辈，是家里的重要劳
动力。他们中的许多人，既愿意劳动
补贴家用，也有力气劳动、不怕吃苦，
但是却面临一个问题，不知道自己该
干什么。在仍以农业为主、缺乏支柱
性产业的传统村落，这样的情况更为
多见。”

这既是乡村问题，也是社会问题。
如何解决？在这次全国两会上，陶勋花
带来了关于放宽国家免费技能培训年
龄的建议。

“现在的技能培训年龄是18周岁到
55周岁，但这个年龄段的人，往往不是
在上学就是在上班，许多人没有足够的
时间、精力来参与培训。55岁到65岁
左右的人，刚刚退休、退岗，却不愿意就
此过着‘养老生活’，希望能继续‘发光
发热’。因此，把年龄放宽能让更多的
群体融入到目前的乡村发展中来，真正

助力乡村振兴。”

未来乡村画卷：
家门口就业，谁不说咱家乡美

人口结构老龄化的问题并非一日
形成，因此解决起来也不能一蹴而就。
陶勋花告诉记者，从乡村入手，是解决
的途径之一。

“和乡村比起来，城市的业态更多，
就业机会也就更多。现在我们提倡年
轻人可以回来发展家乡，但是能回来的
人毕竟有限，很多乡村还是缺乏人才。
在村子里的50后、60后，生于乡村、长
于乡村，既充满热情，又熟悉当地的情
况，在未来，一定能够为当地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

“谁不说咱家乡美”是一句歌词，也
是陶勋花在接受采访时多次提及的
话。作为连任两届的全国人大代表，陶
勋花常常收到来自各地人们的信件。
在来信中，有的人反映问题，有的人畅
想未来，有的人倾吐心声。来自个体的
只言片语接连起来，构成了一幅畅想乡
村未来的画卷。

陶勋花说：“大家所希望的村子，是
交通方便的，不仅村里的人能出去，外
面的人、产业、资源也能进来。同时，他
们也希望家乡能有更多产业。对于村
民来讲，能够在家门口就业、创业，拥有
一份体面的工作，守着父母和娃娃，就
是踏实与幸福。最后，就是希望家乡更
美，生态环境美、乡村建设美、夜间的景
色美。”

陶勋花说，不少村民提议，城里有
的我们村里也想有。比如咖啡馆和电
影院，未来都会慢慢有的。这就是乡村
振兴背景下，大家对美好农村的向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澜
雷远东 摄影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邱华栋：

建议加强保护
编剧合法权益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杰）3月4

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在京开
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主席团委
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建
议加强保护编剧合法权益。

近些年来，不少文字创作者直接参
与影视剧剧本写作，或者将自己的作品
改编成剧本，被影视公司采用。但是编
剧的署名权及相关权益如何被充分保
障，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在撰写的“建议加强保护编剧合法
权益”的提案中，邱华栋关注到了编剧
不受重视、著作权频频受到侵害的现
象。据他调查了解，编剧被侵权的情况
主要有两种。一是编剧署名权得不到
保障。影视作品在宣发时很少提及编
剧，影视作品成片中编剧署名也被弱
化，往往被写在十分不起眼的地方，更
有甚者，一些制片方以“总编剧”“联合
编剧”“副编剧”的名号，为没有参加编
剧工作的人署编剧名，严重侵害编剧的
署名权。

稿酬拖欠严重且存在盗用剧本的
现象，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侵权情况。
邱华栋注意到，许多编剧都有被制作方
拖欠稿酬的经历，大部分编剧都被要求
先提供剧本再付费，但是部分制作方在
拿到剧本后以各种理由搪塞推脱，拒不
支付稿酬。

因此，邱华栋建议，主管部门加大
对影视行业的监管力度，进一步明确署
名规则和稿酬支付规则；加强对涉著作
权纠纷影视作品的发行管控力度，引入
监督惩罚机制，对于多次故意侵权的公
司采取列入黑名单、罚款、取消其发行
资质等措施，切实维护著作权人的合法
权益。

代表在这里

全国人大代表陶勋花：

放宽技能培训年龄 让更多人为乡村出力

王麒

陶勋花

两会好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