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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政協主席林潔在閉幕會上作講話。林潔指
出，會議期間，全體政協委員以昂揚的精神狀態和
強烈的使命擔當，深入協商議政，積極建言獻策，
廣泛凝聚共識，取得豐碩成果，充分彰顯了人民政
協顯著政治優勢，生動展現了全過程人民民主深圳
實踐的生機活力。

林潔強調，全市各級政協、各參加單位和廣大政
協委員要牢記囑託、感恩奮進，自覺投身 「四個第
一線」，為深圳奮力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
踐中走在前列、勇當尖兵匯聚磅礴力量。要眼裏有
光，觀大局識大勢，不斷淬鍊政治定力，以實際行
動堅定擁護 「兩個確立」、堅決做到 「兩個維

護」；要胸中有謀，建真言獻良策，堅決扛起職責
使命，以高起點建言、深層次立論、精準性獻策，
助推深圳高質量發展，以實際行動守護萬家燈火、
溫暖百姓生活；要心中有責，固團結增共識，廣泛
匯聚強大合力，形成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的好
局面，奏響高質量發展、現代化建設的大合唱；要
肩上有擔，強能力提本領，展現新時代委員風采，
以奮鬥者的姿態和幹勁，全身心投入履職實踐，奮
力書寫有深度、有溫度、有力度的精彩答卷，把委
員作業寫在鵬城大地上、寫到發展實效中、寫進人
民群眾的心坎裏。

深圳市各民主黨派、工商聯（總商會）以及市知
聯會負責人應邀列席會議。

深圳政協七屆五次會議閉幕
把委員作業寫到發展實效中

【香港商報訊】記者蔡易成報道：2月26日，深圳市政協七屆五次會議
圓滿完成各項議程並於當天下午閉幕。
會議聽取了深圳市政協七屆五次會議提案審查情況報告，審議通過了

深圳市政協七屆五次會議決議。

【香港商報訊】記者蔡易成報道：2月26日下午，
深圳市政協七屆五次會議第二場 「委員通道」活動在
深圳會堂舉行，來自不同界別的6位深圳市政協委員
亮相，為深圳高質量發展建言獻策。

深圳市政協委員、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創
始人鄧文俊指出，深圳擁有優越的科技生態和人才基
礎，應充分發揮工程化與市場化優勢，將AI快速轉
化為全球市場所需的產品和服務，打造 「AI+智造」
模式，引領千行百業智能化升級。為此，鄧文俊建
議：第一，要大力開放應用場景和推進數據流通共
享；第二，要加大支持中小企業和科技青年的創新創
業；第三，要建設AI應用的安全保障能力，防範AI
大規模應用帶來的風險。

深圳市政協委員，中山大學深圳附屬學校黨委書記
羅燦提出打造 「優速通」培養模式，從基礎教育抓
起，促進拔尖創新人才培養。

深圳市政協常委、深圳農業科技創新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郭晨提出，目前深圳有2億平方米的屋頂存量
等待盤活，相當於30萬畝土地，藉助科技發展，充
分利用屋頂及公園、綠道等場地，有望實現深圳生鮮
農產品的自給自足。他建議，深圳打造國家級未來農
業科技創新平台，建設都市農業示範城市，以農業科
技助力全國鄉村振興，為農業現代化貢獻深圳力量。

深圳市政協委員、深圳百泰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副總裁周燦明表示，2025年香港深圳青年總會將重
點推動深港青少年交往更廣、交流更多、交融更深，

重點開展三方面工
作：一是搭建多元
學習平台；二是深
化文體交流合作；
三是強化社會實踐
聯動。

深 圳 市 政 協 委
員、深圳市幸福西
餅慈善基金會秘書
長徐曉萌指出，深
圳市現有社會組織
10498 家 ， 從 業 人
員 17.8 萬人，深圳
社會組織人才呈現
年輕化、高學歷的
特點，但薪資待遇
與高素質人才需求
不 匹 配 ， 面 臨 着
「難 引 進 、 發 展

慢、留不住」的困
境。徐曉萌建議：第一，將社會組織人才工作納入深
圳市人才體系；第二，搭建社會組織人才服務平台；
第三，加強宣傳，提高對社會組織人才的知曉度和認
同度。

深圳市政協委員、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黨委副
書記戴紀鋒建議以 「產業出題，高校解題」模式打造

「深圳市大學生創新大賽」，從而實現 「以賽促教、
以賽促創、以賽育人」效果。具體措施包括：第一，
依託西麗湖國際科教城，每年開展大賽；第二，強化
大賽牽引作用，引導高校師生投身關鍵技術攻堅和創
新技術落地；第三，搭建產學研需求對接信息平台，
確保參賽作品貼合產業實際。

6委員多維度建言深圳高質量發展

【香港商報訊】記者
原野 通訊員鄭瑜平、任
冠元、曹斌報道：深圳
市 七 屆 人 大 六 次 會 議

上，一系列關乎城市未來發展的重要議題，以及
與老百姓息息相關的民生事項備受社會各界矚
目。2月26日，記者從深圳市人大常務委員會工
作報告中獲悉，福田區人大常委會被確定為全國
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基層立法聯繫點。

據了解，福田區人大常委會被確定為全國人大
常委會法工委基層立法聯繫點，作為全國經濟特
區城市中首個，也是唯一一個設在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先行示範區的 「國字號」基層立法聯繫點，
對於服務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加快打造法
治先行示範城市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自199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予深圳經濟特區立
法權以來，深圳共制定法規275項，深圳擁有豐富
的立法實踐，在深圳市人大的統籌和指導下，福
田區人大常委會積極開展立法徵询、立法調研，
積累了扎實的工作經驗，為成功獲批 「國字號」
基層立法聯繫點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礎。

2025 年 1 月，福田區人大常委會首次承接了全
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營經
濟促進法（草案）》的立法徵询任務。福田區人
大常委會充分發揮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獨
特優勢，通過 「國字號」基層立法聯繫點，廣泛
徵集來自新興領域、深港兩地頂尖科創企業的立
法需求和意見，探索民商事規則與國際接軌。

「我們收集到了來自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及各
行各業的386條意見建議，大家圍繞市場准入、企
業信用修復、破產制度落地等方面內容積極建
言。」福田區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負責人向記者介
紹， 「這些建議反映了深港合作前沿最鮮活的探
索實踐，為立法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已經直
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

據悉，福田基層立法聯繫點綜合陣地於2024年
4月啟用，總面積近1500平方米，是全國、廣東
省、深圳市三級基層立法聯繫點的綜合陣地，同
時也是人大代表之家、人大制度宣講基地和人大
制度理論研究基地，成為集立法徵询、立法調
研、立法觀察、民主議事、宣傳展示、學習培
訓、交流研討等功能為一體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基
層單元。

在福田 「國字號」基層立法聯繫點，民意向上
直通傳遞，民智得到廣泛匯聚。這裏 「原汁原
味」地反映廣大群眾的意見建議，努力將更多基
層聲音、特區實踐、灣區民意直報全國人大常委
會法工委，為國家法律更好承載民意提供助力，
不斷豐富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基層實踐。

徵集深港科創企業需求
福田成基層立法聯繫點

【香港商報訊】記者伍敬斌報道：2月26日上午，
在深圳市七屆人大六次會議舉行的第二場 「代表通
道」採訪活動中，深圳市人大代表、深圳市信利康
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執行總裁鍾觀宜在談到如何進
一步推動深圳外貿取得更大發展時，她表示，希望
能通過降本增效及產業空間提升等方面來提升深圳
外貿的競爭力。

鍾觀宜帶來了三個方面建議：
其一是 「穩」，希望能夠出台扶持大型供應鏈企

業穩定發展的政策。今年深圳的供應鏈企業規模達
到300億元（人民幣，下同）以上的已經有十幾家，
但是從去年的政策上看，可能對於中小企業，即規
模100億元以下供應鏈企業扶持力度較大。所以建議
能夠按照扶持中小企業的力度，給予大企業同樣的
幫助，因為大企業由於規模優勢，更能穩住深圳外
貿的根基。

其二是 「降」，降低供應鏈企業的金融成本。由

於供應鏈企業營收較
大，並不屬於中小企
業的普惠金融之中，
但供應鏈企業服務對
象中有很多的也是中
小企業，所以她建議
把供應鏈企業納入中
小企業的普惠金融之
中。

其三是 「留」，即
優化工業上樓的方案，打造電子產業集群，將產值
與外貿數據留在深圳。主要的兩項建議是，首先是
降低廠房自持的比例，對考核完成後再轉讓的價格
不做限制；其次，希望能夠重視有招商能力、建設
能力的運營一體化的企業來做工業廠房的經營主
體，這樣它能夠利用自身流量來打動產業鏈上下游
的入駐。

【香港商報訊】記者伍敬斌報道：在深圳市七屆
人大六次會議舉行的第二場 「代表通道」採訪活動
中，深圳市人大代表、深圳市光科全息技術有限公
司董事長郭濱剛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作為深圳
市眾多民營科技企業中的一員，自己對深圳市人工
智能產業未來的巨大發展潛力充滿信心。

憑借雄厚的電子信息產業基礎、活躍的創新創業
氛圍以及開放包容的政策環境，深圳在人工智能產
業發展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給深圳的民營
企業，尤其是以創新創業為核心的中小民營科技企
業帶來了巨大的增長潛力與難得機遇。

當前，深圳正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先鋒城市，
2024深圳人工智能產業規模同比增長約35%，同時，
深圳已出台《深圳市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先鋒城市的

若干措施》等相關支
持 政 策 。 郭 濱 剛 認
為 ， 相 關 政 策 的 出
台，為民營企業營造
了良好的發展環境，
如 發 放 「訓 力 券 」
「算力券」 和 「模

型券」等。
郭濱剛說： 「優厚

的土壤給予了我們民
營企業廣闊的發展空間。作為眾多民營科技企業當
中的一員，完全可以充分利用當前的政策紅利施展
抱負，大膽創新，提升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技術實
力，為深圳的社會經濟發展貢獻力量。」

鍾觀宜：降本增效提升深圳外貿競爭力

郭濱剛：政策紅利予AI企業廣闊空間

【香港商報訊】記者伍敬斌報道：2月26日上午，
在深圳市七屆人大六次會議舉行的第二場 「代表通
道」採訪活動中，深圳市人大代表、羅湖區桂園街
道老圍社區黨委書記、居委會主任許少瓊談到了她
對基層民主治理的理解。

她認為，人大代表積極履職，能夠加強在深圳工
作、創業人群的歸屬感和幸福感。

許少瓊說： 「人大代表的身份給我提供了進入基
層治理的渠道，也有機會把民意轉化為政策行
動。」在羅湖區人大的領導下，老圍社區創新了
「三員一鏈」的工作機制，聘請轄區的居民、企

業、商圈，以及快遞、外賣小哥擔任社區的義務聯
絡員、監督員和宣傳員，擴大了群眾參與民主治理
的渠道，也提升了民主參與基層治理的優勢。這個

案例也獲得了深圳基
層人大工作創新案例
獎。

在基層治理中，許
少瓊創新渠道解決了
一系列的民生實事。
例如她所在的老圍社
區，轄區內的CBD與
企業眾多，就餐難和
就餐貴的問題尤為的
突出。許少瓊通過不斷地調研和徵求意見，在合適
的地方打造職工食堂，有效地解決了當地職工就餐
難的問題，這個案例也獲得了深圳市人大代表履職
優秀案例。

許少瓊：創新渠道有效解決民生問題

深圳市政協七屆五次會議第二場 「委員通道」 活動。記者 蔡易成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