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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文化事业的发展
虽然形势喜人，但是，也存在社
会关注度不足、资金捉襟见肘等
问题，而艺术高校作为我国文化
事业发展的支柱力量，也有一些
有劲使不上的现象存在。”全国
政协委员、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
昌永说。

此次，廖昌永带到全国政
协第十四届二次全会上的这份
提案，标题很长，《统筹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共同繁荣发展
充分发挥艺术高校主力军、主
阵地、主渠道作用 积极打造
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
但他想说的话却很聚焦，事关
文化自信。

文化产业出现
过度营销等问题

2023 年 10 月 7 日至 8 日召
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
议强调：“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繁荣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保护传承。”

在认真学习领会了习近平
文化思想后，廖昌永深入贯彻全
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
根据《“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
提出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更
加繁荣”的目标任务，结合上海
音乐学院办学实际与相关领域
调研的情况，他提出应坚定艺术
高校在我国文化事业发展中发
挥主力军、主阵地、主渠道作用，
积极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

实践地。
廖昌永介绍说，其中，文化

事业是以社会公益为目的，由国
家机关或其他机构利用国有资
产，面向全社会产出的公共文化
产品与服务，主要表现在社会功
能与文化传承创新，更多创造文
化价值而非经济效益。文化产
业则更多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
娱乐、休闲、健身、求知、审美等
精神需求而产生的行为，更多体
现经济利益与商业价值，追求利
润。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都是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两者都应始终把社会效益
放在首位。”廖昌永指出，近年
来，文化产业特别是文旅产业的
发展十分迅猛，无论是“淄博烧
烤”还是“哈尔滨”的“南方小土
豆”，都激发了一个又一个文化
产业现象级事件，但是，在发展
过程中，也出现了如为了经济效
益而过度营销、流量至上等问
题。

建立文艺创作成果
转化认定机制

针对这些问题，廖昌永建议，
要释放艺术高校文化生产力，发
挥推动事业发展主力军作用。

他认为，文艺创作是文化事
业的源头之水，应像抓文旅经
济、艺术产业一样，花大力气抓
创作。要打破文旅、教育条块，
整合资源，借鉴影视创作经验，
设立国家艺术创表专项基金专
用于资助和保障艺术院校原创
节目生产、制作与国际国内传播
推广。同时，借鉴鼓励科技成果
转化方式，突破政策瓶颈，建立
文艺创作成果转化认定机制，使
高校教师劳有所得、心安理得、
轻装前进。

廖昌永还建议，将学校高水
平场馆与高品质公共空间纳入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挥繁
荣文化事业主阵地作用。高校高
水平艺术场馆与公共开放（文化）
空间纳入覆盖城乡的六级公共文
化服务网络，有利于推动新时代
文化事业体系建设。“我们还可以
借鉴文旅院线管理模式，进一步
推动高等院校高水平艺术场馆、
高品质公共开放空间管理与运营
专业化、规范化，设立专项支持资
金以购买服务等多元形式实现财
政补贴，以凸显其在文化事业发
展中的校内外美育教育中的主阵
地作用。”不仅如此，廖昌永还建
议，支持艺术高校打造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文化事业标识，构建文
化传播交流主渠道。

建议加速青少年
食品安全相关标准体系建设

徐士龙分析说，中小学食
品安全是食安监管的重中之
重，理应作为预制菜食品安全
的重点关切。但预制菜进校园
存在四个方面风险点。一是食
品添加剂风险，缺乏“校园标
准”。二是调味品过量风险，预
制菜信息标注不详细、不精确，
无法得知并据以控制学生群体
摄入量。三是食材安全风险，
预制菜品质依赖供应公司，存
在使用劣质食材的隐患。四是
储运环节风险，预制菜的储运
成本较高、条件要求较为苛刻，
我国大部分地区中小学尚难以
达到这样的要求。

“在允许预制菜进校园前，
应该加速青少年食品安全相关
标准体系建设。”徐士龙介绍说，
目前《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
尚不包含预制菜，预制菜的监管
法律法规处于模糊地带。同时，
我国大部分“儿童食品”的执行
标准还是普通食品标准，即《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GB 2760-2014），尚没
有针对青少年儿童的食品添加
剂国家标准。

因此，他建议各省在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的指导下，加速制定
符合当地实际的预制菜生产和
储运标准体系，从宏观上规范预
制菜市场体系。“建议强化各省预
制菜生产和运输标准，构建预制
菜全国统一大市场和统一监管的
格局，为跨地区经营和跨地区监
管提供保障。研究制定青少年儿
童食品添加剂的摄入标准，为包
括预制菜在内的青少年儿童餐饮
供给提供科学指引。”

建议明确
“预制菜进校园”准绳
“我们要明确‘预制菜进校

园’准绳，分产品分类开展研判
规范。”徐士龙建议，鉴于预制菜
进入校园存在的风险，建议预制
菜进入中小学要以风险防控为
先。包括要结合青少年膳食指
南，细化可进入和不可进入校园
的预制菜品类；制定校园版预制
菜的生产标准，以及生产和储运
操作标准，防范食品添加剂、调
味剂的过量添加和食源性疾病
风险等。

不仅如此，他还建议开展全
流程溯源，夯实预制菜食品安
全底线。具体做法包括在提高
预制菜生产经营的门槛和标准
基础上，进一步落实全国统一
的预制菜全流程溯源工作。校
园食品安全风险具有社会影响
大、波及范围广、受害人群多等
特征，构建从“田间到餐桌”的
预制菜全流程监管和可追溯体
系。同时，建议构建预制菜食
品安全风险的预警和预警平
台，防止预制食品安全风险事
件的发生概率。

最后，徐士龙还建议，强化
预制菜生产企业的日常监管和
监管风险预警。“我们需要强化商
家信息公开，保障公众知情权和
监督权。”徐士龙一针见血地指
出，在预制菜监管过程中，建议监
管信息公开和企业生产信息公
开。针对家长对“预制菜进校园”
的关切，建议中小学学校听取家
长、学生和教职工意见，保障其知
情权和选择权。同时，市场监管
和卫生健康等部门应加强食品安
全知识科普工作，扭转消费者和
家长的食品安全误区。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2018 年 10 月 1 日
起，我国第七次个人所得税税
制改革有关措施正式实施。这
项涉及千家万户利益的重大改
革成效明显，惠及了数亿中低
收入人群，对完善收入分配、增
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发挥了
重要作用，成为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功
实践。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
人大代表、上海市工商联副主
席、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
伙人朱建弟提交了一份《关于
进一步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
优化收入分配机制的建议》，其
中提到应优化收入分配机制，
动态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他建议，将个税起征点提高至
8000~10000元。

“个人所得税承担着调节居

民收入分配的重要责任，在当前
环境下，提高基本减除费用，进
一步释放税收红利，减轻中等收
入人群的实际税负，有利于释放
经济消费需求，增强民众信心和
良好预期。”朱建弟说，我国个人
所得税法施行以来，基本减除费
用最新标准是 2019 年公布的
5000元。

他建议，可考虑在每一固定
期间后，对基本减除费用标准进
行动态调整提高，结合物价指
数、通货膨胀指数、地区性差异
等综合考虑，如目前5000元的减
除费用标准已实施第五年，可考
虑 在 下 一 阶 段 提 高 至 8000~
10000元，进一步减轻纳税人负
担，有效增加人民群众可支配收
入。

“在减轻中等收入人群税收
负担的同时，也要同步考虑高收
入高净值人群的税收合规管
理。”朱建弟建议，对创投行业经
营所得个人所得税缴纳的规范
过程中，建议要进一步深入加强
调研，充分了解和掌握实际情
况，结合各主体的不同情形和问
题进行有针对性地规范和管理，
避免同时对一批企业或自然人
实施一刀切的调整，对行业的持
续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全国政协委员徐士龙呼吁：兜牢“预制菜进校园”安全底线

守护青少年“舌尖上的安全”

廖昌永

全国政协委员廖昌永谈文化自信

建议释放艺术高校文化生产力

全国人大代表朱建弟：优化收入分配机制

进一步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

朱建弟

预制菜是新出现的食品门类，近年来受餐饮
市场青睐呈迅猛发展态势。这些年，预制菜也纷
纷进入了校园。作为教育界别的委员，全国政协
委员、上海港湾集团董事长徐士龙经常和其他委
员一起去学校调研，无意中得知有家长、老师对预
制菜的安全问题产生了担心。为此，徐士龙将兜
牢“预制菜进校园”安全底线，守护青少年“舌尖上
的安全”的相关建议带到了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来自各地的菜品亮相预制菜博览会。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