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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聚焦

多位代表委员
为特殊群体权益与公益事业发声

冶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引导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务、公益慈善等健康发

展，保障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报告引发全社会热议。两会期间，多位代表

委员围绕这些领域积极建言献策，相关话题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关注。

基于对慈善事业的深度调查和思考，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慈善总会党委书记孙达提出，要

从体制机制建设、慈善表彰制度、税收优惠政策、新技术成果应用等方面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

发展。孙达表示，“慈善事业瞄准群众之需，聚焦利民之事，助力推进一项项为民事业稳步发

展，将更多的民生期待转化为人民可感可及的幸福生活。”

关注特殊群体权益保障

就妇女儿童、残障群体、老

年群体等权益保障问题，多位代

表委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辽阳

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李紫微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拐卖妇女儿

童犯罪严重践踏人权尊严，破坏

家庭完整与社会稳定。她建议，废

止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拐骗儿

童罪”，将该类行为统一纳入“拐

卖妇女儿童罪”范畴，增设“组织

非法送养”“伪造亲子关系证明”

等新罪名，填补法律空白，提高收

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量刑基准，

实现“买卖同罪同罚”，切实维护

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

学副校长金李一直关注人口老

龄化问题。他认为人口老龄化并

不代表人口红利正在消失，随着

全民教育水平不断提升和健康

状况的改善，老年人也可以继续

发光发热。他表示，眼下 60-70
岁的活力老人群体日益壮大，很

多人精力充沛，经验丰富，我们

依旧可以通过建立银发智库，开

展志愿服务等方式，给他们提供

更多发挥余热的机会，挖掘老龄

人口红利。

全国人大代表、巴黎残奥会

冠军文晓燕自 2023年当选全国
人大代表后，十分关注残障人士

的就业、求学等需求。今年两会，

她提交了《关于大力发展残疾人

职业教育、切实拓宽成长成才通

道的建议》，建议增加面向残疾

学生的特教中专专业和班次设

置，增加不同残疾类别尤其是心

智障碍类学生职业教育学位数

量；优化残疾学生考取普通中专

的中考内容和形式，招录残疾学

生参加适合的中专中职教育等。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衡阳

琍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刘玲 长

期从事特殊教育事业，她认为残

疾人权益保障相关的法律和政

策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如部分用

人单位在招聘听障人士时，要求

其裸耳听力达到四级，即“交流

轻度受限”，对于经过康复训练、

佩戴辅助设施后能够正常交流

的重度听障患者来说，这一标准

琍有失公平。刘玲 表示，“应将标

准调整为佩戴听力辅助设施后

的听力水平。”

关注罕见病保障机制建设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

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医

科大学党委书记张学持续聚焦

推进罕见病保障机制建设。他指

出，当前我国罕见病研究、诊疗、

药品审评审批、医疗保障管理体

系分散，部门之间协同不充分，

责任机制有待明确。此外，作为

社会行为的慈善医疗救助渠道

缺乏系统设计，救助方式分散，

作用有待加强。他建议，实施国

家罕见病政策顶层设计和机构

设置；明确罕见病定义，推进保

障机制建设；加强“惠民保”对罕

见病诊疗和用药保障力度；统筹

引导慈善救助发挥更大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儿科

医学研究所所长、上海市儿童罕

见病诊治中心主任蔡威今年继

续对让更多家庭用得起罕见病

特医食品提出建议，希望探索建

设多元保障体系建设。蔡威表

示，除罕见病特医食品外，特医

食品本身在我国发展与临床应

用上还存在不少问题，他也会就

此积极提出建议。

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

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一直

是社会关注的重点之一。全国政

协委员、香江集团董事长翟美卿

持续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议题，

提交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提案，

希望推动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立法，将心理健康教育从

“软倡导”转向“硬约束”，以此解

决地区资源分配不均、责任界定

模糊、服务标准缺失等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社科

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马东平今

年带来了《关于加强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社会支持的提案》。他呼

吁建立长效机制，全方位加强孩

子们的心理建设。政府要切实发

挥主导作用，制定系统规划，广

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学校

作为孩子们成长的关键场所，更

要主动担当，一方面要配备专业

的心理教师，为孩子们筑起心理

健康防线；另一方面要将心理健

康教育融入日常教学，针对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的特点，设计个性

化的心理辅导课程，帮助他们打

开心扉，重燃对生活的热爱。

全国人大代表、前篮球运动

员姚明关注手机等电子产品给青

少年带来的压力和挑战，今年他

提交了《关于动员未成年人开展

息屏 24小时行动的建议》，希望
在我国本土实践的基础上，借鉴

相关工作经验，动员未成年人开

展息屏 24小时行动，让更多青少
年走向运动场，贴近大自然，走进

真正的社交场景，成长为身心和

意志品格都健康的下一代。

对此议题，全国政协共青团

和青联界提交了《关爱青少年身

心健康 解决青少年“四小”问

题》的提案，建议强化顶层设计，

构建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立法

保障健康优先，推进以立法方式

建立健康影响评估制度；明确教

育、体育、工信、住建等部门在课

程设置、校园建设、科技研发、数

字产品研发、城市规划等政策制

定中，开展青少年健康影响评

估，重点审查久坐时间、屏幕暴

露等的潜在影响。

关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中

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重点关注校

园霸凌及建立分级追责机制。在

当前恶性校园霸凌案件中，部分

施暴者因年龄问题免于刑事处罚

并引发争议。他建议，调整刑事责

任年龄适用范围，将故意伤害致

人重伤刑责年龄降至 12岁。同
时，他建议建立校园安全专员制

度，依托全国联网的霸凌事件上

报系统，强制要求 48小时内录入
处置进展，并将专员履职情况纳

入教育督导考核体系，对瞒报漏

报实行一票否决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武汉

市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校党总

支书记马丹认为，目前我国对未

成年人的法律惩治主要以教育

为主、惩罚为辅，对于一些有违

法犯罪倾向但不够刑事处罚的

未成年人，缺乏有效的教育和矫

正手段。这些未成年人往往得不

到及时的干预和教育，容易再次

犯罪。今年，她提交了多份与治

理未成年人犯罪密切相关的建

议，包括建立家庭教育指导中

心、加快建立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专门矫治学校等，让有严重不良

行为的未成年人和涉罪未成年

人能得到有效教育和矫正。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淮安

市新安小学党委书记张大冬表

示，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目前

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心智普

遍早熟，低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

呈上升趋势。他建议制定“未成

年人惩戒法”，作为对刑法相关

规定的补充，旨在专门对已涉嫌

犯罪但无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未

成年人进行教育改造，通过立法

形式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实

现分级处置，从而达到预防和减

少未成年人犯罪的目标。同时，

他还建议通过立法强化监护人

责任追究机制，明确家长必须承

担赔偿孩子违法犯罪给被害人

带来的各方面经济损失，并将其

履行情况纳入个人征信系统。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原始人

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行政人力资

源部行政专员黄美媚认为，防治

未成年人犯罪，需要家庭、学校、

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

护”协同发力，一起把未成年人

权益保护防线筑得更牢。她建

议，研究制定家庭教育促进法实

施细则，细化监护责任履行办

法，引导规范家长尽职尽责。不

断推动压实家庭监护责任和学

校管理教育责任，并进一步推动

网络游戏及不良信息治理。督促

相关监管部门依法履职，促推网

络游戏运营商健全完善游戏防

沉迷机制，从技术上加强身份识

别、完善动态监控。

作为一名青少年教育工作

者，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眉山

市青神中学副校长王晓梅一直

密切关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和

法治教育。她表示，未成年人保

护不仅是学校、家庭的责任，更

需要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等

职能部门深化交流、联动合作，

多措并举织牢未成年人保护网。

她建议，法院要继续深入推进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通过一个个生

动的司法案例，传递出公平公正

的法治强音，引导未成年人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台州

市路桥区路桥街道实验小学教

师尚海红认为，司法社工是未成

年人司法保护的重要力量，有了

专业人才，工作才能更扎实。她

呼吁进一步强化司法社工人才

队伍建设，提高、拓展司法社工

的待遇和职业发展空间，吸引更

多专业人才投身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工作；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

制，加强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的资

金保障；强化对社会支持体系建

设工作的监督与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