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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扩大高水平
对外开放，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质效。
用好举办成都世界运动会等国际交流
合作重大机遇，全方位推进四川开放发
展，加快构筑向西向南开放战略高地和
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化解当
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些问题的有效
手段。”省政协委员、成都市人大常委会
四川天府新区工作委员会主任张金泉
提到，扩大免签是2024年我国对外开
放的一张政策名片。免签“朋友圈”不
断扩容，从144小时到240小时过境免
签，便利了国际朋友入境，也带火了一
波“四川游”。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要

素的跨境流动才能更加自由便利，对全
球高端投资、技术、人才、企业、资源的

吸引力才会更强。
张金泉特别提到人才，“对于国外

的专业技术人才、专业服务类人才等，
我们应该以更开放的心态引进来。”要

“引进来”，更要“走出去”。“扩大高水平
对外开放，企业只在墙内‘开花’不够
香，我们应当支持和鼓励更多企业，特
别是民营企业走出去，当然这个过程
中，也要做好保驾护航。”张金泉表示。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四川将深
化自贸试验区对标领航行动，围绕数
字文创、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开展集
成攻坚，制定自贸试验区数据出境管
理清单。建设国家服务出口基地，推
动游戏、动漫、知识产权等领域数字服

务出海。
张金泉表示，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

大市场方面，四川应该先行一步，对标
国际经贸规则，把自贸试验区的平台用
好，同时打造全方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
空枢纽，推动对外开放水平更高、质量
更优。

2025年即将迎来成都世运会，这
是一次国际交流的重大机遇。张金泉
表示，为提升消费水平，吸引更多国际
友人来成都消费，将提速支付便利化建
设，“立足新区，抓好省两会的贯彻落
实，把政府工作报告转化成实际行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柴枫桔 摄影报道

1月20日，四川省十四届人大四次
会议开幕，省人大代表、成都市公安局
刑警支队刑事技术处处长陈德智走上
代表通道，分享自己的履职故事，围绕
未成年人保护等话题建言献策。

陈德智身上有很多标签：美女法
医、女版“华生”、连任两届的“80后”省
人大代表。今年是她连任省人大代表
后，履职的第三年。作为一名从业17年
的法医，她多年来穿梭于各类案件，将
自己的专业和履职相结合，让提出的建
议更加掷地有声。

议题从工作中“走进”建议里

喜欢福尔摩斯，崇拜华生，毕业于
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法
医专业，经历5·12汶川大地震遇难者
身份鉴定，检验过上千具尸体……曾
经，对陈德智来说，工作最大的动力就
是“为死者言，为生者权”。

如今，身上担起了省人大代表的担
子，陈德智在工作中总会产生一种“惯
性”。“这个现象能不能写进建议中？怎
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陈德智告诉记
者，连任省人大代表以来，她不断走访
街道和社区，收集群众反映的问题，关
注亟待解决的民生小事。

从业17年，在法医工作中见到的生
死让陈德智时常感叹意外的无情。“这
些不该发生的意外让我痛惜不已。”作
为一名省人大代表、一名母亲，今年是
她第四年呼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除了涉及校园安全，专门学校和专
门教育以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建议，
她还提交了修订《四川省未成年人保护
条例》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的议
案，都收到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目前‘党政领导、部门协同、家校
共育、社会共治’的护校安园工作格局
已经形成，校园安全应急组织体系逐步
健全。”令她开心的是，《四川省未成年

人保护条例》作为地方性法规，已经修
订通过，于2024年10月1日起正式施
行，未成年人法治保护网越来越密。

“从当初的忐忑青涩到现在的从容
坚定，身为人民警察服务人民的职业信
仰，作为法医求真务实的专业素质，作
为代表到群众中间去学习调研的态度，
都是我履职的最大底气。”回顾自己多
年履职之路，陈德智说道。

持续聚焦未成年人法律保护

去年，陈德智发现，未成年人心理健
康教育需求大，但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
保障还不够充分。因此，她建议健全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工作联动机制，为未成年人
搭建心理健康就诊“绿色通道”，同时，将
未成年人心理咨询门诊逐步纳入医保。

今年，她的目光依然投射在未成年
人保护身上。

她关注到，随着经济发展、技术进
步以及消费模式的快速升级，新兴业态
的出现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的
消费需求。然而，新兴业态领域的治理
和监管没有跟上，也缺乏指导性规则。
她举例，比如电竞酒店、点播影院等场所
经营不规范、密室逃脱的房间设置消防
安全不达标、盲盒销售的产品质量不过

关、剧本杀的剧情设计忽视了对未成年
人特殊保护等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这些风险隐患及治理漏洞，暴露
出新兴行业领域归属不清晰、行业规范
不健全、法律规定不明确、社会关注不
够等问题。”陈德智表示，尤其是未成年
人参与到新兴业态领域时所面临的风
险和伤害更具紧迫性，侵害或滋生未成
年人犯罪的情形或倾向更容易在这些
监管不到位的领域出现。

她表示，“潮经济”的蓬勃发展对监
管模式升级提出了新要求，呼吁指导性
规则及时跟上，为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
提供保障。

不仅如此，她还建议进一步推动法
治副校长履职制度化规范化。“我们欣
喜地看到现在中小学已经把法治教育
作为日常教学的一项重要工作，法治副
校长成为了每个学校的标配。”同时，陈
德智也发现法治副校长教育教学能力
方面的培训亟待规划实施。

“我建议推动建立健全法治副校长
选聘、培训、考核等全链条管理的配套
制度，确保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更好地
发挥作用，切实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法
治防线。”陈德智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奕

观察：
AI提升了医疗质量，推广仍有挑战

“人工智能（AI）作为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引擎，正逐步改
变医疗行业的运行模式。”曾国军告诉
记者，AI技术在辅助诊断、治疗决策支
持、影像识别及个性化医疗等领域的

运用，显著提升了医疗效率和质量。
曾国军说，如果“AI+医疗”得到充

分的发展，将有效破解优质医疗资源不
足的难题。“打个比方，在乐山，老百姓
看病或者做体检时，通过AI大模型所
提供的，来自华西医院专家的建议、来
自哈佛医学院的建议，就可以结合就诊
医生与各路专家的意见，综合考量患者
情况，老百姓的健康更能得到保障。”

“但是当前医疗AI的发展与推广仍
面临诸多挑战，制约了其潜力的进一步
释放。”曾国军说，据他观察，“AI+医疗”
发展的难点，包括技术转化周期长，先发
优势受限；缺乏完善的医疗AI产品评价
标准，无法有效评估AI产品的安全性、
经济性及临床成效；政策支持不足等。

建议：
加强政策支持，推动示范基地建设

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AI+医疗”的

表述，让曾国军信心倍增，他形容“听得
热血沸腾”。同时，曾国军也对“AI+医
疗”的发展提出建议：进一步加强政策支
持，推动示范基地建设；优化审批流程，
加速技术转化；建立医疗AI评价中心；支
持AI临床应用；推进多方协作等。

曾国军建议，制定统一的AI产品
评价体系，从安全性、经济性和成效等
方面对AI技术进行综合评估，不仅能
为行业发展提供权威指导，还能提高医
疗机构对AI产品的信任与应用。

针对AI的临床应用，曾国军建议，
可以在医保上提供一定的支持，如将部
分AI辅助诊断和治疗项目纳入医保报
销目录，提升医疗机构和患者对AI技
术的接受度。

在多方协作方面，曾国军建议，发
挥行业头部机构的引领作用，推动科研
机构、医院和企业间的深度协作，构建
医疗AI产业生态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卓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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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曾国军：

建议将部分AI辅助诊断和治疗项目纳入医保

省人大代表陈德智：

建议加强新业态的治理监管，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

省政协委员张金泉：

提速支付便利化建设吸引更多国际友人来蓉消费

1月20日，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到，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发

展互联网医院、远程诊疗和“AI+医

疗”，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更好下沉共享。

1 月 21 日，省人大代表、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乐山市

人民医院院长曾国军告诉记者，这份报

告写在了他的“心坎上”。

近几年，曾国军一直在进行互联网

医院和“AI+医疗”的工作和相关研究，

华西医院互联网医院平台研发、智慧医

疗应急疫情在线防控、华西厦门医院智

慧医院筹建等都留下他的足迹。他认

为，“AI+医疗”的发展需要加强政策支

持、优化审批流程、建立评价体系、促进

临床应用和促进多方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