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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3月4日讯（海报集团特
派记者刘操）商事调解已成为国际通行规

则。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住琼全国政协委

员，海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苗延红向大

会提交提案，建议推进商事调解立法。

提案指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推

进，需要进一步提升涉外法治能力，用法治

方式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促进国际法治进步。而商事调解是其中最

重要的一环，必须加快这一领域立法，推动

我国商事调解与国际接轨，为中国企业“走

出去”与外国企业合作产生的纠纷提供有效

的解决渠道。

提案还指出，近年来，海南、深圳、天津、

黑龙江、河南、安徽、新疆等地陆续推出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决地方性法规，其中海南、深

圳等条例均包含了对商事调解的相关规

定。比如《海南省多元化解纠纷条例》第十

五条规定“商会、行业协会、民办非企业单

位、商事仲裁机构等可以依法成立商事调解

组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商事调解活

动。”地方立法实践为国家立法积累了经验、

提供了参考。

提案建议，尽快制定商事调解法，明确

商事调解的主体、原则、程序、救济等，加强

对商事调解机构、人员的管理等，在部分领

域探索简化对商事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程

序等，推进商事调解规范化发展。

南国都市报3月4日讯（海报集团特
派记者刘操）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

协委员、海南省政协副主席、民建海南省

委会主委蒙晓灵建议，相关部委将南繁科

研育种基地农田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列为重

点项目给予支持。

蒙晓灵指出，自《国家南繁科研育种

基地 （海南） 建设规划 （2015—2025

年）》印发实施以来，在国家相关部委大

力支持下，海南省各级部门积极开展国家

南繁科研育种基地（以下简称南繁基地）

建设，目前已初步完成26.8万亩南繁基地

高标准农田建设。但南繁基地作为我国现

代种业育种创新的前沿阵地和重要载体，

在土壤地力提升、南繁农田智慧化建设、

农田水利设施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完善提

升，需要对南繁基地农田进行高标准高质

量改造。

提案认为，当前国际种业竞争日益激

烈，随着育种技术飞速发展，出现了生物

育种与常规育种紧密融合，实验室研究与

田间试验紧密结合的新局面。南繁基地作

为科研育种由室内试验转移向室外试验的

重要载体和露天实验室，很有必要对南繁

基地农田实施高标准高质量建设，以满足

国家现代种业发展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需要。

“海南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是全国最大

的、最开放的、最具有影响的农业科技试

验区，是国家重要的农作物品种选育、繁

殖和推广基地。”蒙晓灵在提案中建议，将

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农田高标准高质量建设

纳入国家种业战略，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

住琼全国政协委员蒙晓灵建议：

支持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农田高标准高质量建设

南国都市报3月4日讯（海报集团特
派记者刘操）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

协委员、海南省政协副主席、致公党海南

省委会主委侯茂丰建议，国家有关部委支

持海南利用自贸港独特的政策优势，发展

新能源汽车国际化高端制造业，为充分发

挥自贸港国内国际双循环交汇点作用、开

展新能源汽车国际交流与研发做出示范。

提案指出，海南超前谋划、主动作

为，把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作为落实国家

战略、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一大标

志性、先导性项目率先推进，在全国率先

提出自2030年起全面禁止销售燃油汽车，

连续五年成功举办“世界新能源汽车大

会”，在海南推进新能源汽车国际化高端制

造和研发正当其时。

提案建议，支持海南充分利用“原产

地规则”优惠政策，以海南现有汽车生产

企业为基础，采取与国际一流车企合资组

装生产的方式，快速形成高端新能源汽车

产能，以新能源汽车高端产品销往内地市

场起步，逐步培植新能源汽车龙头企业形

成产业聚集，延长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形成

辐射效应，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发展，打造

以国际化高端新能源汽车为重要内容的海

南1000亿级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提案还建议，国家有关部委推动自贸

港范围内的交通工具和原辅料“零关税”

政策动态调整，争取将新能源小轿车整车

和零部件纳入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清

单，将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明确纳入海南

自贸港鼓励类产业目录。

3月4日14时许，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

北侧，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首场“委员

通道”开启。9位全国政协委员与现场记者

面对面互动交流，生动讲述新时代奋斗者的

故事，回应社会关切，畅谈履职心声，传递信

心和力量。

首先回答记者提问的是中国船舶科学

研究中心研究员叶聪委员。作为“奋斗者”

号的总设计师，他带来了我国载人深潜的最

新“成绩单”——

“奋斗者”号四年来完成了230多次下

潜，其中深度超过万米的达25次，32人到达

万米海底开展作业，持续刷新万米深潜人次

记录；“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

三台潜水器累计下潜超过1100次，近三年

全球一半以上的载人深潜任务由它们完成。

叶聪说，面向未来，将对更多海域、其他

深渊以及极区深海开展应用延伸，展现更大

规模的集群组网作业能力，构建从空天到水

面、从水下直至海底的立体探测、作业和开

发装备体系。

攀登科技高峰，自主创新是必由之路。

从事药物研发的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

所研究员吴蓓丽委员坦言，她所从事的基础

研究，“从0到1”的关键阶段，写满了曲折与

孤独。“但如果我们完成了这关键一步，将为

新药奠定坚实基础，为患者带来无穷大的希

望。”

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郭吉安委员讲述了青藏铁路职工李

彪林坚守唐古拉17年的故事。“高寒缺氧、

多年冻土、生态脆弱，恶劣的自然环境没有

阻挡我们发展的步伐，更激发起我们勇于担

当、敢创一流的精气神。”

“我们都是新征程的奋斗者，中国梦的

推动者。”这是中国残联理事、中国盲人协会

主席李庆忠委员的肺腑感言。作为一名只

有光感的重度视障者，李庆忠每天持盲杖独

自乘坐地铁上下班，借助读屏软件使用电脑

和手机工作。

“得益于无障碍环境的不断优化和现代

科技进步，视力残疾人工作、学习、生活更加便

利。”李庆忠说，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走出家门、

融入社会，在各自行业奋发有为、辛勤工作。

因梦想而奋斗，因奋斗而精彩。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

莫荣委员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曾被列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青年在接受职业技能

培训和创业培训后，不仅自己实现了脱贫致

富，还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增收。“就业是一

个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关心支持。我

们相信，政策给力、个人努力、服务助力，就

一定能够推动促进就业工作走深走实，惠及

更多群众。”

用汗水浇灌收获，用实干笃定意志。各

行各业的奋斗者们努力拼搏，共同绘就了高

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中国经济前景光

明毋庸置疑。”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

授韩保江委员在通道上向中外记者阐释了

看好中国经济的底层逻辑。他认为，要重点

打好“创新牌”“内需牌”“改革牌”“政策牌”

“安全牌”这五张牌，把中国经济的优势和潜

力更充分地释放出来。

作为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中小企业

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促进创业创新的重

要力量。如何更好维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

助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四川省司法厅副厅长郑鈜委员分享了

一家中小企业如何通过中小企业促进法的

投诉机制，实现便捷、高效、低成本维权的案

例。“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维护中小企

业合法权益，必须依靠法治。”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张兴

赢委员向中外记者介绍了中国在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和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的作

用。

“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居世界第

一”“全球四分之一的新增绿化面积来自中

国”“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同时运行黎明、上

午、下午、倾斜四条近地轨道气象卫星的国

家，为129个国家提供地球观测数据”“我国

还建成了亚洲多灾种预警系统”……

中国不仅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

智慧和力量，也通过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促

进各国共同发展与繁荣。

“中欧班列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

品牌，截至今年2月底，累计开行超过8.5万

列。”河北省国际陆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瑞

领委员说，中欧班列不仅再现了丝路繁华，

更提升了民生福祉。中欧班列把更多国货

潮牌运向国际市场，同时把更多“丝路产品”

带回国内市场，极大丰富了百姓的生活。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记者潘洁、高
敬、温竞华）

住琼全国政协委员苗延红提交提案建议：

推进商事调解立法

住琼全国政协委员侯茂丰提交提案呼吁：

支持海南发展新能源汽车国际化高端制造业

畅谈履职心声传递信心力量
——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扫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