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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明

全国人大代表张荣珍：

建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法》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教育对孩

子的发展十分重要。日前，全国人大代表张荣珍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目前我国家庭教育形式

还处在一个“自觉”教育的状态，家庭教育存在不

同层次的缺位缺失，应制定出台家庭教育法。

张荣珍告诉记者，她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有些

家长在子女教育中缺位，或缺乏经验，特别是在引导

孩子的心理健康上没有良好的办法。还有一些家长

“重知轻德”，过度娇惯、保护、放任孩子，忽视对孩子

良好个性品质和行为习惯的培养，青少年违法犯罪

案件呈上升趋势，且向低龄化发展。另外在留守儿

童、流浪儿童、农村贫困儿童、单亲儿童、重组等特

殊家庭中，儿童的家庭教育也容易被忽视。

“虽然有关家庭教育的法律条款散见于多部

法律之中，但缺乏系统、专门的家庭教育法。“张荣

珍建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法》，推广

和普及科学的家庭教育，明确家庭教育的内涵、义

务和责任，确立家庭教育的法律地位。

“明确施教人和受教人的义务和责任，从法律

层面定义家庭教育的内涵，注重公德教育，注重家

教、家风教育，注重品行教育、亲子教育、伦理教

育、安全教育、合作教育等等。”张荣珍建议，明确

家庭教育的形式，注重调教、身教、情感教育，促进

家庭教育有效地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配合。

在张荣珍看来，一部体现现代教育理念、根植

于中国教育文化环境的家庭教育法，关系到下一代

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家庭和睦，对于国

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建议制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家庭教育法》，推广和普
及科学的家庭教育，明确家
庭教育的内涵、义务和责任，
确立家庭教育的法律地位。

“

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关乎百姓生活的大事，如

何充分保障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安

全，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考验。在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穆可发看

来，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设还不完善，农产

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没有完全排除，当前还面临

不少困难和挑战。“比如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

知识掌握、消费认知和假冒伪劣产品识别等能力

水平还不足。”穆可发说。

除了从国家政策和法律层面对农产品质量安

全体系进行监督监管，穆可发还建议，加大对农产

品质量安全知识普及和宣传推广力度，“农产品生

产经营者、政府部门和广大消费者是农产品质量

安全体系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

为此，他建议充分发挥国家主流媒体作用，普

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宣传推广安全优质高效

农产品生产的好经验，动员全社会参与保障农产

品质量安全，鼓励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支持和引

导舆论监督，对大众关注的一些虚假信息及时澄

清。“要同时善用新媒体，充分利用微博、微信、互

联网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科普解读。”穆可

发说。

全国政协委员穆可发：

善用新媒体对农产品安全进行通俗的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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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微博、微信、互
联网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进行
科普解读。

“

在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中，高技能人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全国政协

委员、国家电网安徽省电力公司宿州供电公司输电

运检室带电作业班副班长许启金来自基层，他在今

年的全国两会上，关注的也是高技能人才培养。

从1982年走上带电作业岗位，许启金一干就

是37年。如今，他还拥有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

室，带着一帮年轻人，围绕操作现场遇到的难题，埋

头开展技术创新和发明。2018年，他带领的创新工

作室团队获得安徽省人社厅人才培养成果奖。

“其实当前我们还缺少大量高技能人才，一些

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缺乏自主培养人才的能力，同

时又不愿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满足不了职工学技能的需求。”许启金告诉记者，还有

一些职业院校在教学方面硬件设施、师资力量等跟

不上，培养出的学员与企业需要的人才脱节，这些都

在制约着我国人才的培养和发展。他建议，从政策

上给予企业、院校以及校企合作单位更多扶持，让有

生产实践经验的高技能人才充实到实践教学岗位。

许启金建议政府和企业设立人才培养成果

奖，对在人才培养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

予以表彰和奖励，例如，除奖励在技能竞赛中获奖

的人员外，还应奖励指导他的师傅、教练，授予“最

佳师徒”“名师高徒”等荣誉称号。

全国政协委员许启金：

建议政府和企业设立人才培养成果奖

建议政府和企业设立人
才培养成果奖，对在人才培
养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高技能
人才予以表彰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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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李祥斌：

让“不能高空抛物”观念
在人们心中生根

高空抛物绝不是一件小事，它是关系到城市

上空安全的大问题。人们在为高空抛物受害者感

到痛心的同时，对高空抛物致伤致损法律责任承

担问题也进行着讨论。近日，全国人大代表李祥

斌也对如何治理这一现象支招儿。

“我认为，加强高空抛物治理，除了从社会层

面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与规范以外，更需要通过

对刑事、行政、民事相关法律制度进行设计，形成

一整套完善的制度体系。”李祥斌说，应该发挥法

律的规范指引作用，让“不能高空抛物”如同“不能

偷东西”的观念一样在人们心中生根。

具体来看，李祥斌建议推动高空抛物进入刑

事处罚，“高空抛物不是简单的不文明行为，也不

能仅仅民事赔偿了事，可能涉及刑事犯罪。”建议

借鉴我国香港地区相关做法，可以考虑设定专门

罪名如“高空抛物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实施高空

抛物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人进行刑事处罚，震慑

类似行为，压缩高空抛物行为发生的频率。

他还呼吁，设立高空抛物损害救济基金，作为

高空抛物损害责任保险的补位，在商业保险救济

尚不能实现对损失的弥补时，可以由救济基金作

必要的填补。

发挥法律的规范指引
作用，让“不能高空抛物”如
同“不能偷东西”的观念一
样在人们心中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