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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惠民惠企
富口袋富腦袋

杭州文旅企業高管：

「隨着國家越來越強盛，文化自
信也越發提升，這也是我從事數字導
覽等智慧文博的重要原因。」 杭州博
物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總經理張敏談及
今年全國兩會，坦言： 「我非常期待
看到與精神共富有關的提案，面對當
下發展機遇，在 『富口袋』 的同時也
要 『富腦袋』 。」 他表示： 「比如鼓
勵企業向社區居民開放展廳，打造成
為 『家門口的博物館』 ，既為大眾提
供更多參觀遊覽的場所，也是企業家
參與共同富裕建設、承擔社會責任的
一種體現。」

投身智慧文博 志向堅定
大學期間，張敏曾前往新加坡學

習， 「當時新加坡的文博物館給我留
下了深刻印象，無論是場館建設、展
覽主題還是展陳方式都讓我耳目一
新。說實話，那時候中國在文博方面
的建設相對還是比較弱的。」 他說，
「但也就是短短幾年，中國在經濟快
速發展的同時，越來越重視精神共
富。目前，中國文博場館的數量、規
模，尤其是智慧化程度，可以說已經
處於世界領先水平。」

正是基於國家發展大勢，張敏堅
定地選擇了智慧文博作為創業發展方
向。 「在全球新冠疫情爆發後，世界
不少知名博物館都長期閉館。而我們
自主開發的，具有 『分時預約』 『健
康篩查』 等功能的 『文旅綠碼』 使得
文博場館在疫情之下能夠安全、正常
開館，成為國家旅遊部推薦的預約旅
遊成熟解決
方案。」 「文

旅綠碼目前已接入全球8000+博物
館、圖書館、景點等，保障超1.2億人
次安全出行。」 張敏說。

張敏認為，對於創業者來說信心
比黃金更重要。 「今年初浙江省舉行
的民營經濟發展大會給我們中小微企
業吃下了一顆 『定心丸』 。會議提
到，要進一步推動民營經濟創新發
展，支持民營企業參與關鍵核心技術
攻關，同時還要進一步推動民營經濟
數字變革，加快推進數字產業化。這
些對我們來說都是利好消息。」

對於今年全國兩會的期待，張敏
表示： 「特別期待在今年的兩會期
間，浙江的代表委員在共同富裕方面
有惠民、惠企提案，特別是在精神共
富層面。比如鼓勵企業向社區居民開
放展廳，打造成為 『家門口的博物
館』 ，這樣既為大眾提供了更多參觀
遊覽的場所，更好地普及新興科技、
技術發展知識，同時也是企業家參與
共同富裕建設、承擔社會責
任的一種體現。」

2022年春節，雖然中央美術學院
港生林曉雯沒能與家人團聚，但在 「鳥
巢」 做冬奧志願者的經歷讓她終生難
忘。 「兩會」 期間，林曉雯在冬殘
奧志願者崗位繼續工作。她說：
「作為香港青年能親身經歷國家大
事，並發揮自己的力量，很幸運，
是無與倫比的榮耀。整個開閉幕
式都融入了中國傳統文化，又展示
了大國風采，我在現場感到我們的國
家真的很偉大。」 說到未來，她期待更
多港青能在大灣區和其他內地城市獲得
更好更長遠的發展。

「很多人說做志願者什麼都沒
有，有什麼用。我會告訴他，我所見證
和經歷的事情都是無價的，雖然我只是
一個小小的志願者，但冬奧是由無數個
微小力量匯聚成的星火。做冬奧會志願
者給我個人帶來的收穫是巨大的，它讓
我自信心更足，人際交往得到了提升，
視野和眼界也更開闊了。」 林曉雯說。

「我在鼓勵妹妹來京讀書」
從2019年考入中央美術學院，林

曉雯已經在內地學習生活了三年，她
說，學校給香港學生配備了專門的輔導
員，還會給香港學生轉發國家針對香港
青年出台的就業計劃和政策。

林曉雯說： 「這些年，能感受到
國家對香港青年非常重視，也不斷創造
條件給港青拓展朋友圈，搭建平台，為
港青發展提供了一系列便利條件。國家
給我們的機會是巨大的，希望以後能有
更多香港青年來到內地，抓住機遇，找
到適合自己的職業，了解國家長期發展
目標，乘勢而上。」

今年已經大三的林曉雯也面臨着
即將畢業就業問題，談及兩會期待時，
她告訴記者，畢業後希望能在大灣區就
業。 「到北京讀書，學到了很多藝術和
人文知識，開闊了眼界。中國冬奧冠軍
選手谷愛凌說過，她很想學藝術史，但
擔心找不到工作，雖然是一句玩笑話，
但確實折射出藝術工作者面臨的一些困
境。好在國力日益強盛，對精神文明建
設也愈發重視，美育工作需要的人才越
來越多，我相信這還是一條光明的
路。」

林曉雯透露，自己很願意把內地
求學的經歷和國家的發展機遇分享給更
多香港朋友和香港青年。 「我也在鼓勵
我妹妹來北京讀書，這真的是一個很好
的機會。」

談到願望，林曉雯說，因為疫
情，從2019年到北京讀書，自己已經
有900多天沒能回到香港。今年春節，
在香港的家人也沒能回到內地外婆家一
家團聚。 「現在最期待的就是香港能盡
早擺脫疫情，人們能摘下口罩，早日通
關，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隨時都能
與自己的家人朋友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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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項目是無人車，
在香港運輸署已經拿到自動
駕駛測試牌照，正在進行系
列測試，假如兩地可以互
認，企業就無需重複進行。
科創領域是香港與內地深化合作的重要領域，希
望國家可以支持，推動更多標準的互相認可，讓
香港的技術可以更便利地進行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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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們也正謀劃
未來五年發展目標，整合全
村土地做規模化種植，建農
副產品的加工產業，開展鄉
村旅遊！希望今年兩會，能

對農業規模化、產業化出台
相應的優惠政策，能讓千家
萬戶的小農業快速發展為集
約化、規模化、產業化的大
農業，加快鄉村全面振興！

各地民眾有話說



村支書 唐艷麗：
哈爾濱

獲取更高收入 共同富裕
貨運司機 李宏亮：

烏魯木齊

今年的全國 「兩
會」 ，我特別期待在促進共
同富裕方面的新舉措。這兩
年疫情，老百姓過得比較艱
難，希望人大代表和政協委

員們能有更多接地氣的提
案，也希望國家能夠加大共
同富裕的力度，讓我們有更
高的收入，讓老人和孩子有
更加健康幸福的美好生活。

深圳

創業港青 詹培勳：

科創標準互認
深港聯手

我是在武漢發展馬產業
多年的港商，希望在 「健康
中國」 大背景下，國家加大
投入，提升群眾體育運動的
相關設施、配套和服務。期
待在新的一年，國家加大宣傳力度，重申市場經
濟原則和對民營經濟一視同仁的態度，提振民營
企業家的信心。

武漢

港商 胡越高：

優化營商環境
吸引投資

祖國堅強後盾 齊心抗疫

我是河南省中醫院
急診科主管護士，因為在前
線抗疫，原計劃在2020年春
節舉辦的婚禮推遲到2022
年。通過在前線抗疫，能夠

真切感受到祖國強大才是抗
疫最好最有效的疫苗與屏
障。我希望祖國能夠永遠繁
榮昌盛，希望新冠疫情早日
結束。

護士 周亞丹：
鄭州

我在一家中小微企業工
作，今年全國兩會特別期待
國家能出台加大對中小微企
業支持政策。受疫情影響，
很多中小微企業存在轉型和
二次創業的問題。除了期待國家能繼續減免稅費
之外，亦希望能就中小微企業的二次創業進行研
究，讓更多中小微企業成功轉型。

西安

市民 張女士：

支援中小微企
轉型升級

中醫在新冠疫情診療中
發揮出色作用，讓其得到了
更多國人的認可。如今中國
社會的老齡化問題也離不開
中醫。希望兩會能加強對中
醫的重視，從資金投入、人才建設，以及中西醫
結合等方面，予以規劃、促進和幫扶，並鼓勵中
醫與現代醫學理論相結合，發揮出更好的作用。

北京

醫生 齊文升：

推動中醫發展
惠及全民

大公報整理

青年最關心的兩會議題
議題

•就業創業

•教育

•醫療

•住房

•國家安全

•疫情防控

•養老問題

百分比

74.0%
73.9%
63.7%
60.4%
52.2%
52.1%
50.2%

數
據
來
源
：
中
國
青
年
報
社
社
會
調
查
中
心

大公報記者 王欣欣、應江洪、李望賢、俞鯤、劉蕊、李陽波、朱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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