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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消费恢复 国潮大有作为
——代表委员建言“国货消费”

张宝艳代表：

建议婚前签订
禁止婚闹协议
取缔“恶搞”婚闹陋习

“对侵犯个人信息、煽动网
络暴力侮辱诽谤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从严追诉网络诽谤、侮
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严重危
害社会秩序、侵犯公民权利犯
罪”……这些整治网络暴力的重
要举措和要求，写入了今年的两
高报告。

网络虽然虚拟，但真实介入
了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通过网
络，信息可以秒速扩散，呈现出
几何级的放大效应。网络诽谤
侮辱，对受害人有可能造成毁灭
性的影响。即便事后加害人受
到惩处、谣言得以澄清，造成的
损失和伤害却往往难以弥补。
依法严厉打击网络暴力，是顺应
民意、顺应时代、顺应潮流之举。

针对网暴行为，近年来各方
加大了依法整治力度，极大震慑
了违法犯罪分子。例如，检察机
关继推动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
轨案自诉转公诉，接续发布公民
人格权保护指导性案例；今年
初，中央网信办开展专项行动，
重点开展集中整治网络暴力、散
播谣言等问题。

今年的两高报告强调依法
治理网络暴力，彰显了依法保护
公民权利的决心。各方要形成
合力，让此类违法犯罪行为无处
遁形、无机可乘。

网络虚拟空间，依法治理要
实。依法整治网络暴力，要注重
源头防范，坚持全链条打击、一
体化防治，推动网信、通信管理
等部门综合治理，有效保护个人
的名誉、荣誉、隐私和相关信
息。 □新华社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宝贝
回家”创始人张宝艳建议新人婚前签
订禁止婚闹协议，取缔“恶搞式”婚闹
陋习。

张宝艳认为，婚礼原本应该是一
件很神圣、喜庆的事情，但近年来出
现的一些低俗婚闹行为，给结婚双方
及其家庭都造成了极大伤害。甚至
有人借着“闹洞房”之名对伴娘等施
以不文明行为，“这种极其恶劣的婚
闹已经等同于寻衅滋事罪，完全没有
了法律底线。”

“建议这种‘恶搞式’婚闹应该尽
量取缔，让婚礼真正成为新郎新娘最
美好的回忆。”张宝艳说，要破除这类

“婚闹”陋习，首先应该从基层社区村
委会开始推动，遏制不正之风。在婚
礼筹办前期，村干部就要提前做好结
婚双方及群众的思想工作，建议签订
禁止婚闹协议，一旦违反会给予一定
的惩处。“只有让大家从思想上有所
转变，从理念上做出改变，才能真正
建立起新的婚俗秩序。”

□中国青年报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消

费持续恢复”。作为消费新力量，国
货潮品如何点燃百姓购买欲？消费
恢复还有哪些发力点？记者采访了
代表委员。

“杞止于好”“红枣咖啡”……一
些休闲食品推出的潮货，光看名字，
就让不少消费者直呼“好想拿下”。

看到“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写
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代
表石聚彬感触颇深：“产品质量是企
业的灵魂。新消费时代，企业更要脚
踏实地提供‘硬核’产品，以高品质、
高服务、高质量满足老百姓‘购物车’
日益升级扩容的需求。”

近年来，无论是食品服装、美妆
文创，还是电器、汽车，消费市场掀起
浓浓的国潮风。

“各类国潮产品不断‘出圈’的背
后，是国家综合实力和百姓消费需求
的提升。”全国人大代表姚忠良表示，
国货产品要想在飞速变化的消费市

场赢得“一席之地”，既要瞄准国人所
需所想，加大研发创新力度，实现从
产品品类到消费场景的全面扩张，也
要加快转型升级步伐，积极抢抓线上
线下新机遇，以品牌铸就长久生命
力。

如果说“小而美”成功圈粉靠颜
值与创意的创新融合，那么“大而强”
广受青睐则依赖技术与实力的迭代
更新。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依靠创新
提高发展质量”。全国人大代表、中
国一汽红旗工厂技术处外网维修工
人齐嵩宇深有体会：“我们要不负众
望，从产品技术、品牌建设、客户服务
等多方面进行创新引领，助力中国民
族品牌崛起振兴。”

当前，随着新产业、新业态、新商
业模式不断涌现，一些传统品牌遇到
品牌认知老化、边缘化等问题。

“没有传统的行业，只有传统的
思维。”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涪陵区

南沱镇副镇长刘家奇说，国货品牌要
想跟上时代，必须持续转型升级，锻
造强劲的市场竞争力。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饭店协会副会长
刘延云认为，促进消费市场加快复苏
需要释放消费潜力、提升消费质量。

“中国有着 14 亿多人的庞大消费市
场，对国产品牌接受程度很高的‘Z
世代’正逐渐成长为新消费主导力
量，要抓住国货崛起的契机推动线上
线下消费加速融合、以创新提升有效
供给的能力和水平。”

全国人大代表李伟认为，随着多
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持续升级，数
字技术驱动能力不断增强，以国货为
代表的新消费市场应充分发挥“国字
号”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深
入挖掘全产业链的新消费着力点，从
而让“国货之光”照亮更多领域、更多
群体。

□新华社

■两会时评

整治网络暴力
营造清朗空间

“罕见病相对少见，诊治困难，存在
药价太贵等问题，迫切需要全社会的关
注和帮助。”常年为治疗和预防罕见病
奔走呼吁，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北
京大学第一医院原副院长丁洁带来了
相关提案。

据2020年中国罕见病大会数据，中
国已知的罕见病大约1400余种，患病人
数接近2000万人，每年新增罕见病患者
20万人。数字后面，是一个个与命运作
斗争的生命。

“罕见病并不罕见，它离你我并不
遥远。”丁洁表示，就某个病种来讲，罕
见病似乎比常见病要少，但罕见病涉及
的病种很多，加起来就不罕见了。另
外，我国人口基数非常庞大，所以任何
一种罕见病的患病人群加起来，数量也
是非常大的。并且，随着医学科学技术

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未知疾病被诊断，
其中罕见病占了大多数。

求医难、买药难，是所有患者的两
座大山。在调研中，丁洁发现，当前，还
有一些罕见病药品尚未纳入医保范围，
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这些药品价格太高，
有的罕见病药品年治疗费用定价甚至
在百万元以上。

由于我国各地经济水平不同，罕见
病发病和患病情况不同，高值罕见病药
品的病种大都为发/患病率或患病人数
极低的小病种，丁洁建议，在局部地区
先行先试高值罕见病药品用药保障机
制，探索建立省级及以下的高值罕见病
药品用药保障机制，并逐步推广。

去年，多地推出普惠型健康商业险
“惠民保”，但丁洁调研中发现，涵盖国
家医保药品目录外的罕见病高值药品

的“惠民保”数量较少，并且在涵盖罕见
病高值药品的保险产品中，涵盖药品品
种数量、保险责任、理赔限额均有所不
同，但大都不能满足罕见病患者药品费
用支出的需求。“建议将罕见病药品纳
入普惠型商业健康险，并建立长效工作
机制。”丁洁说。

不仅如此，丁洁还建议，建立省级
罕见病慈善专项医疗救助基金的工作
制度和机制，包括联动机制、对接机制、
操作机制等。

此外，丁洁建议，不断丰富药品谈
判的方法，其中包括评价极其特殊的小
病种高值药品的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
进一步研究量价挂钩，并根据稀有病种
的患者数量进一步分析国家和企业的
风险共担机制等。

□据人民日报

丁洁委员：

罕见病不“罕见”建议治疗药品纳入普惠型商业健康险

比利时布鲁塞尔上海国潮新品展上的智能音乐香薰机比利时布鲁塞尔上海国潮新品展上的智能音乐香薰机。（。（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郑焕松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