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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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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内容详见客户端更多内容详见客户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昶荣 刘 言

“今年将发放育儿补贴。”3 月 7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

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

团开放团组会议上透露这个消息后，

立刻引起广泛关注。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制定促

进生育政策，发放育儿补贴。这引起

了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儿科研究所附

属儿童医院新生儿内科医生米荣的注

意，她认为育儿补贴有助于缓解育儿

家庭的压力。不过，代表委员们也关

注育儿补贴能否真正用来育儿。

在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静昇律师

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彭静看来，提升生

育率的顶层设计还有改善的空间。顶

层政策制定好之后，政策红利还要直

接惠及家庭，比如，育儿补贴可以核

算成具体的金额直接发给养育孩子的

家庭，让育儿家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

好处。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妇

产科医院营养科主任徐丛剑也认为，

育儿补贴一定要真正用来育儿，而非

挪作他用。

据了解，基本医保中的生育津

贴，多由医保经办机构拨付给用人

单位，再由用人单位发放给女职

工。但有的用人单位存在少发或者

不及时发放生育津贴的情况。国家

医保局正在推动解决这个问题，3 月 8
日，该部门发布消息，31个省（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已有 7 个省

（市） 全部实现生育津贴发放至个人，

16个省（市）部分实现生育津贴发放至

个人。

“如今，青年一代更加重视家庭发

展和个体全面发展之间的平衡，少生优

生成为他们的主流观念。”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

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面对晚婚、

晚育、少育等现象的增加，需要充分

理解、尊重和包容，需要正面、积极

回应育龄人群在生活中面临的现实困难

和问题。

2024 年 10 月，国办印发的 《关于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

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充分考虑

群众多元化的生育需求，将婚嫁、生

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从教育、住

房、就业等方面提出具体措施，形成系

列综合性支持政策。

据了解，各地已因地制宜地出台了育

儿假、陪产假、妈妈岗等生育支持措施，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享受到了政策红利。

米荣说，人口高质量发展决定着

国家的未来，人口健康素质是人口高

质量发展的基础。她认为，出生的孩

子已经减少，生出来的每个孩子都很

宝贵，需要有充足的儿科医疗资源让他

们健康长大。 （下转3版）

代表委员热议：

如何让“生育友好”更加可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 晓 张诗童

85 后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长

郑喆轩也是一个 3岁孩子的父亲。对

年轻人肩上“一老一小”的担子，他

深有感触。

在他身边，就有高学历的年轻

人为了照顾患病的孩子，不得不选

择放弃工作。因此，郑喆轩在去年

全国两会上曾提出有关养老与育幼

的建议。

家家都有小，人人都会老。“一

老一小”的民生话题，向来是全国两

会关注的焦点和重点。在 3月 9日举

行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民生主

题记者会上，首个话题就聚焦“一老

一小”。

这个牵动亿万家庭的问题，在今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格外受到重视。在

“一老”方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推进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强化失

能老年人照护，加大对老年助餐服

务、康复辅助器具购置和租赁支持力

度，扩大普惠养老服务，推动农村养

老服务发展”等工作要求。

在“一小”方面，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制定促进生育政策，发放育

儿补贴，大力发展托幼一体服务，增

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逐步推行免

费学前教育”等工作要求。

“上有父母需要照顾，下有孩子

需要养育”，两头都牵动着年轻人的

心。郑喆轩感慨，只有“夕阳红”与

“朝阳升”，年轻人作为家里的顶梁柱

才能卸下后顾之忧，在奋斗路上轻装

前行、更有底气。

社区成为破解养老难
题的“主战场”

今年年初，财政部社会保障司负

责人葛志昊曾介绍， 2019 年至 2024
年，全国财政用于养老服务和老年人

福利方面的支出超过 5600 亿元，年均

增长 11%。从这笔“账单”上看，近年

来，我国在养老领域投入力度加码，政

府还试点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正

在成为破解养老难题的“主战场”。助

餐方面，郑喆轩发现，家门口的社区食

堂越来越多。他的岳母经常光顾社区食

堂，一餐十几元，价格不贵又吃得放

心。他身边有些家庭，一家老小都直接

去社区食堂就餐。此外，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也发现，部分地区的社区还开启

“线上接单”模式，只需一通电话，热

腾腾的饭菜就能送到家门口。

（下转3版）

“一老一小”的幸福是年轻人奋斗的底气

新华社北京 3 月 9 日电
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 9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

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会议。 14 位政协委员作大会

发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宣传部部长李书磊，国务委

员、公安部部长王小洪，以及

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应邀到会听取发言。

葛慧君委员发言说，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成立 75 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为人民政协事业

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

根本遵循。政协委员应持续加

强履职能力建设，提高思想政

治引领能力、围绕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议政建言能力、联系服

务群众能力和画好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最大同心圆的能力，

广泛汇聚共襄伟业、共创辉煌

的磅礴力量。

程红委员代表民盟中央发

言说，建议深入推进依法行

政，优化营商环境，保障各类

经营主体之间公平竞争，一视

同仁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发展

壮大，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

规范化、便利化，提升行政管

理效能，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

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屠海鸣委员发言说，近年

来，香港喜人变化有目共睹，

事实一再证明祖国永远是香港

的坚强后盾。站在新起点，履

行新使命，要深化“一国两

制”实践教育，强化责任担

当，不断提升文化自信和国家

认同，凝聚共识、汇聚合力，

齐心协力推进“一国两制”实

践行稳致远。

陈军委员代表台盟中央发

言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

两岸同胞共同的根与魂。建

议积极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

搭建坚实广阔的平台，让两

岸同胞深切感知两岸历史、

文化、血缘天然相亲，更加坚

定中华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认

同，促进心灵契合，夯实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民

意基础，凝聚推动祖国统一的

强大合力。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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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围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

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

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

文明新形态。”青年是国家的未

来、民族的希望，肩负着传承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明

重焕荣光的历史重任。

3 月 9 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三

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

体会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年

报社党委书记张坤代表共青团和青

联界，围绕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造

作了题为 《赓续中华文脉 更好担

当起新的文化使命》的大会发言。

张坤委员在发言中表示，文化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悠悠

五千年，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在时代

的浪潮中繁荣存续，离不开一代又

一代的中华儿女传承发展、守正创

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加入中

华文化传承创新队伍，国潮、国风、

非遗成为时尚“新宠”；舞剧《只此青

绿》、游戏《黑神话：悟空》、电影《哪

吒之魔童闹海》等中式美学作品“圈

粉”无数；在今年首个“非遗版”春

节，深度求索（DeepSeek）、春晚人

机共舞扭秧歌纷纷“破圈”，青年们

巧妙融合现代科技，以年轻态的表达

向世界传递中华文化的自信自觉。

为进一步激发青年的活力与创

造力，赓续中华文脉，并自觉地担

当起新的文化使命，张坤委员在发

言中提出了四点建议。

建议一：加强阐释传
播，引导青年当好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信仰者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文

脉，创造性提出了“两个结合”的

重大论断。建议提到，我们要以

“两个结合”为指引去塑造青年，

把青年培养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信仰者、传承人。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共青团中

央将“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

（以下简称“青马工程”）作为履行根

本任务和政治责任的重要抓手，探

索引导青年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信

仰者，逐步构建起覆盖高校、国

企、农村、社会组织等各领域的优秀青年培养体系，着

力培养一支政治强、理论精、业务好、作风硬，知青

年、懂青年、爱青年的青年骨干队伍。

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在与“青马工程”学员

代表交流时表示，“青马工程”学员作为重点培养的青

年政治骨干和共青团联系服务引导青年的重要工作力

量，要带头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

方法，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忠

实实践者。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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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见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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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带你速览中华文化如何出圈出彩

3月 9日，北京友谊宾馆，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教育界别

举行最后一次小组会议，会议结束后，委员们共同鼓掌，互道“明

年再见”。次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将举行闭幕会。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在青年的心里，非遗很美，也很

时尚。

人民大会堂外，明媚灿烂的阳光

下，全国政协委员、钰尼文化艺术传

承中心创始人杨钰尼向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介绍自己设计的服饰。

哈尼族民族服饰之美、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理念，在一针一线的刺绣

里展现得淋漓尽致。文化底蕴赋予

服饰“有故事的美”，仅仅是杨钰尼

衣服上的两根飘带，就承载着深厚的情

意——这象征了故乡的梯田，以及当地

烟火味浓郁的长街古宴。

这名 95 后姑娘在“委员通道”上

骄傲地说：“我从事的工作，正是让非

遗融入时代节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薪火相传。”

年轻人如何拥抱传统文化？全国政

协委员、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

授蒙曼对记者说：“当代年轻人顺着自

己的好奇心和血脉本能就可以了。血脉

本能里积淀着我们的传统文化，好奇心

会促使我们发现传统文化中更新、更闪

光的东西。”

正如蒙曼所说，国潮青年是“带着

伟大的传统，去拥抱更加伟大的未

来”。当青年与国潮相伴前行，中国文

化在世界舞台上闪闪发光。

青年的创新创造，让国
潮迸发蓬勃力量

国潮、国风、非遗成为时尚“新

宠”，什么才是青年的文化选择？舞剧

《只此青绿》、游戏 《黑神话：悟空》、

电影 《哪吒之魔童闹海》等中式美学作

品，成为年轻人心中的“C位”。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

京剧院副院长迟小秋表示：“不是戏曲老

了，而是我们要把传统变成当代人特别

是青年的语言。我们要守正创新，找到让

戏曲装上新时代‘引擎’的办法。”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乐团团长

赵聪对记者感慨：“中国传统文化博大

精深，但是必须要有年轻人的创新、创

造，传统文化才能在新时代发挥出全新

的、蓬勃的力量。”

赵聪笃信，年轻人的加入，让传统

文化迸发出“新表现”，让更多人对国

潮充满欣喜之情。

杨钰尼是一名从小在世界文化遗产

哈尼梯田里成长起来的哈尼族姑娘，

2016 年，她读大学期间，就利用寒暑

假返乡创业，在家乡红河县哈尼梯田旁

创立了钰尼文化艺术传承中心。 9 年

来，该传承中心培养了 3000 多名小小

传承人。

成为一名哈尼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者后，为了让非遗更潮更酷，

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杨钰尼和小伙

伴绞尽脑汁，将现代舞、流行乐等年

轻人喜闻乐见的元素与传统非遗相结

合。例如，将彝族海菜腔加入电子元

素，为三跺脚增添鼓点等，让古老的非

遗焕发活力。

非遗与时尚相融合，舞团火出圈，视

频在网上的播放量突破千万次，还受邀

到国外交流演出。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因

此领略到中国非遗的独特魅力。

杨钰尼一脸兴奋地对记者说：“出国

演出时，很多人被我们的服饰、歌舞吸

引，围过来一起给我们竖大拇指，问我们

来自哪里，我们都很自豪地说，China！”
通过履职、传承非遗的实践，杨

钰尼更加深刻意识到，传统文化不能

仅靠静态的保护，更要在时代的浪潮

中蓬勃生长，推动非遗传承有更多的

可能性。 （下转3版）

带着传统拥抱未来，国潮青年闪闪发光
两会新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