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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经信委主任牛弩韬：

民营企业投资一定要上去
“民营企业投资一旦下滑，明年产出就受影响，没

有投资哪来的产出呢？所以经济要保持健康发展，民
营企业投资一定要上去，同时要让资本、让贷款向实
体经济流动。”3月3日上午，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经
信委主任牛弩韬接受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
ahcaijing.com）记者采访，畅谈对就“中国制造
202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提出的建议。

谈“中国制造2025”：
细化修订“中国制造2025”分省市指南

“中国制造 2025”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加快建
设制造强国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
升级的总抓手和旗识。牛弩韬认为，当前“中国制造
2025”1+X政策体系已经形成，各地均正在推动落地
实施，全国一盘棋推进制造强国建设的格局初步显
现。但在从落实“中国制造 2025”的实践来看，还存
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国家层面还要采取更加有力的

措施，坚持上下联动、模向联动、区域联动，聚焦突出
问题，瞄准重点领域，动员各方力量，合力推进‘中国
制造2025’有效落实。”

牛弩韬建议，国家层面要进一步发挥制造强国领
导小组办公室的作用，注重强化协调机制的系统性和
整体性，整合力量、理清职责，推进“中国制造2025”重
点任务落实和重大工程实施。进一步强化国家有关部
委的横向联动，同时加强国家部委与各省市之间的纵
向协作，整合调动全社会的力量资源，形成协同推动

“中国制造2025”落地实施的强大合力。坚持有所为
有所不为，尊重各地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人才环境上
的差异性，细化修订“中国制造2025”分省市指南，并
以此作为重大项目和资金统筹的重点方向。指导各地
挖掘发展潜力，实施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推动产业集
群、特色发展，实现区域错位、差异化竞争，形成集聚集
群集约发展格局。实行区域差别化政策，对中西部地
区和国家级贫困地区，在项目资金申报、试点示范认定
等方面，适当降低门槛，放宽标准，加大支持倾斜力度，
以减少因政策上的“马太效应”，加剧发展的不平衡性。

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培育一批民族工业品牌

2017 年既是供给侧改革的深化之年，也是部分
重点领域改革亟待突破的关键之年。为扎实推进工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牛弩韬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首先坚决主动去产能。建议重点在三个方面聚
焦用力。一是以钢铁、煤炭、水泥、平板玻璃等为代表
的传统行业，需要综合运用法治化、市场化手段，提高
质量、安全、环保等行业标准，加大同业整合力度，加快
国有企业改革重组步伐，去除僵尸企业，坚决淘汰过剩
落后产能。二是以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电

子信息、光伏、民用航空等为代表的部分新兴行业，产
能井喷式增长并已出现过剩迹象，应在国家层面优化
布局，因地制宜，做好分类指导，避免各地一哄而上、重
复建设，形成新的过剩产能。三是以汽车、家电等为代
表的，产能利用率较低、增速明显放缓的传统优势制造
行业，应未雨绸缪，提前预警，支持企业通过产品创新
和技术改造，减少中低端过剩供给，提升高端供给能
力，分现转型发展。”其次，牛弩韬在采访中表示，要稳
妥有序去杠杆，同时要统筹考虑解决企业融资难题，加
大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四是综合施策降低
成本，提高企业利润率。五是聚焦重点补短板，政府搭
建平台，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补齐创新短板；争取落
实国家150亿元技术改造专项资金，补齐技术短板；引
导企业牢固树立质量第一意识，补质量品牌短板，打造
一批“百年老店”，培育一批民族工业品牌。

谈民营经济：
全省建设10所左右创业大学（学院）

2016 年，我省民营工业企业全年实现增加值
7281.3 亿元，增长 10.4%。牛弩韬透露，今年力争民
营企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58.5%，新增注册民营企
业12万户以上，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500户。

在培育创业载体方面，将建设10所左右的创业大
学（学院)，认定4～5个青年创业园，重点扶持高校毕业
生等青年群体创办生产性服务企业，推进合肥国家级
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示范城市建设，培育认定省级
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30家，争创国家级小微创业创
新示范基地2～3家。实施“互联网+产业集群”行动，
以产业集群专业镇为基础，支持市、县（区）建设一批中
小企业特色园区，培育认定3～5个“智慧集群”，建立
健全产业集群专业镇“五个一”公共服务体系。

养老问题是今年不少委员和代表普遍关
心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儿童戏剧研
究会副会长、安徽省话剧院院长朱海燕在接
受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
com）记者采访时称，在高等教育中，养老护
理专业长期放在内科护理之下，社会上有养
老护理专业知识的人才仍然很少，且现有的
护理人员普遍是年龄大、学历低、流动性高的
群体，很少有人接受过专业培训。为此建议
加强我国养老护理服务专业队伍建设，并制
定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养老护理人员星级评
定标准和服务标准。

“有一段时间，大概持续了四年，
我父亲生病，我要一边照顾一边工
作。我演戏的时候，跳舞的时候，都要考虑老
人是否有人照顾，这样我真的很累。目前我
们国家这种情况太多了。”提到养老，朱海燕
有着切身体会。

就加强我国养老护理服务专业队伍建
设，朱海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首先政府要
在引导和发展现代养老护理服务中起主导作
用。加大对养老护理专业人员的资金投入，
切实解决专业护理人员自身养老保障问题。”

其次要加快专业队伍建设步伐。朱海燕
建议开办职业院校，请专业人员对护理人才进
行培训，大中专院校要优化专业设置，加快相关
专业的人才培养；鼓励社会公民加入养老护理
志愿者队伍，接受专业化教育培训，满足非常时
期专业护理人员紧缺之需。同时要设立专业
岗位，培养高等护理人才，用人机构要按专业设
编设岗，充分发挥开展相关专业科研工作的作
用，充分发挥专业人才的专业技能。还要畅通
上升通道，建立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和职称评聘
体系，让从业者有奔头、有技能、有尊严。

最后，她建议制定专门的《养老护理专业
人才管理条例》和护理行业规章制度，明确养
老护理专业机构和场所性质编制，制定市场准
入规范制度，明晰主管、监管部门工作职责，严
明职业人员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完善养老护
理人员星级评定标准和服务标准，建立专业护
理人员生活保障机制，把社会兴办各类养老护
理机构专业人员的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话剧院院长朱海燕：
加强养老护理服务专业队伍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
安徽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于一苏：

呼吁建立扬子鳄国家公园

牛弩韬接受星报全媒体记者采访后合影

▋本版文/图 特派记者 祝亮 刘海泉 于彩丽 汪婷婷

扬子鳄是我国特有的濒
危珍稀物种，属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目前自然界野生扬子鳄
总数仅150条左右（不足野生

大熊猫的1/10），被国家列为
15个野生动植物重点拯救物
种之一。“30年来，我省始终坚
持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将野
生动物保护工作纳入经济社
会发展布局，重点开展扬子鳄
自然保护、人工养殖和资源开
发等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扬子鳄栖息环境得到明显改
善，全社会保护意识普遍提
高，扬子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益逐步显现。”于一苏称，为从
根本上解决制约野生扬子鳄
种群发展的“瓶颈”问题，创新野生动物保护模式，缓解保护与发展矛盾，实现
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有机统一，建议建立安徽省扬子鳄国家公园。

“宣城市是‘中国扬子鳄之乡’和扬子鳄保护区所在地，也是全国生态文
明建设先行示范区，其生态区位、资源禀赋和综合实力具有优势；安徽省林业
厅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和国家级扬子鳄保护区主管单位，在对接国家林业局、
专业技术指导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建议由宣城市政府与安徽省林业
厅联合创建扬子鳄国家公园。建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财政部、国
家林业局予以办理。”于一苏称，拟建中的扬子鳄国家公园将严格秉承“保护
优先，合理利用”理念，科学划分严格保护区、生态保育区、游憩展示区和传统
利用区，在优先保护的前提下，有序开发生态旅游、绿色农业和休闲养生产
品，推动扬子鳄保护事业，改善地方生态环境，促进区域绿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