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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
数字经济表现“抢眼”

“这个杯子是果汁杯。把西瓜、苹果、

梨放进去，然后加点水，把盖拧好后按一下

开关，很快就打成果汁了。”参加今年两会

前，全国人大代表、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在网上“玩”起了

直播带货，推销便携果汁杯等家电产品。

其中一场，3小时卖了3.1亿元。

对于这样的“成绩”，她表示，希望带动

的不仅仅是一件件货物，更是整条产业链

和数万名经销商的信心。在这次两会上，

不少代表委员也跟她一样深有感触。

疫情之下，一些传统行业遭受很大冲

击。但电商网购、在线教育、在线文娱、移

动办公等“宅经济”迅速崛起，智能制造、无

人配送、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表现抢眼。

一些制造业企业也危中寻机，加快业务

转型。

“经过这场疫情，我们感受到电商的重

要作用，农产品销售额大增。看到报告，我

们更坚定信心调整思路，计划再发展1500

家淘宝店铺，让老百姓在网上‘淘金’。”全

国人大代表、河南辉县市裴寨村党支部书

记裴春亮说。

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季度电商直播

超过400万场，100多位县长、市长走进直

播间为当地产品“代言”。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今年1至4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同比增长8.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

重达到24.1%，同比提高5.5个百分点。

“这提示我们既要正视经济发展特别

是产业链恢复面临的新挑战，又要看到加

快科技创新、推动数字经济蕴藏的新机

遇。”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联通产品中心总

经理张云勇表示。

为经济转型发展
注入“新动力”

不只是应急之需，更是新的“起跳”。

报告对数字经济的支持部署正当其时，引

发诸多代表委员的共鸣。

“在当前形势下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不仅有利于稳就业、稳投资、化解疫情对经

济的短期影响，还可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

和智能化升级，促进新旧动能转换，为经济

长期向好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全国人大代

表、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说。

发展工业互联网，推进智能制造，加强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

拓展5G应用……报告提出一系列举措，

旨在为数字经济培育沃土。

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31.3

万亿元，占GDP比重34.8%。据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预测，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

规模将达到60万亿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副理事长刘世锦认为，从全球看，数字经济

在中国发展有自身优势。

“我们在数字经济领域和发达国家的

差距相对较小，同时中国的产业配套能力

比较强。”刘世锦说，“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

的融合需要很多产业配套，而这是我们的

强项。”

他说，中国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

体在内的14亿人口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

市场，容易形成规模经济，这也是很多国家

做不到的。

数字经济驶入“快车道”

报告中的诸多利好政策，无疑将推动

数字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如何行稳致

远？代表委员聚焦数字经济发展的要素条

件和政策环境，从安全把控、数据共享、标

准制定等多方面提出建议。

“随着‘新基建’推进，各产业对网络的

依赖更深，一旦出现安全问题，将给数字经

济及广大用户带来显著影响。”全国政协委

员、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呼吁，通过制定

标准、推进立法、加强建设等，构筑数字经

济防线，提高“新基建”安全能力。

数据是数字经济的核心，数据碎片化、

“信息孤岛”等问题亟待破解。“要培育壮大

数据采集、存储、处理、挖掘、应用等产业，

打造各层级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市场。出

台相关法规，明确各类数据所有权、使用权

等。”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赖

明勇认为。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工商大学校长陈

晓红则高度关注标准建设问题。“我们应加

快成为数字经济标准研制‘领跑者’，走出

一条标准化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她说。

数字经济，未来可期。代表委员普遍

认为，“互联网+消费端”只拉开了互联网

和实体经济融合的一个序幕，真正的“重头

戏”在产品怎么能生产出来。这是一台更

大的“戏”，是互联网和产业融合的“主战

场”。

“这幕戏现在刚刚开始。”刘世锦说。

劳动教育热了，
劳动作业多了

去年以来，各地纷纷出台关于劳动教

育的指导纲要，倡导各校因地制宜开展劳

动教育。

广州广雅小学为低、中、高年级学生设

立了生活劳动、校园服务、社会服务等不同

目标，校园内还建起“南泥湾梦想农场”作

为劳动教育基地；广州龙津小学与非遗传

承人、附近医馆合作，“请进来、走出去”开

展丰富多彩的劳动实践课；广州市番禺区

实验中学投资建烘焙实验室，孩子们学会

了做曲奇、蛋糕、蛋挞等点心，并带着劳动

成果去关爱社区孤寡老人，组织义卖为贫

困地区捐款。

即使在抗疫期间，劳动教育也不曾停

止。各地均要求孩子在线上学习期间，帮

助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掌握一两项

劳动技能，甚至要求打卡及定期展示。

江苏海安市城南实小西校区抗疫期间

开展“我的小小试验田”劳动实践活动，孩

子们在院子、阳台或是废弃泡沫盒里种花、

种果、种蔬菜，观察记录植物生长过程，体

会劳动带来的喜悦。

浅尝辄止，
深入开展困难多

虽然当前劳动教育看上去很热闹，实

际上有些活动流于形式，浅尝辄止，没有深

入开展，难以入脑入心。

近期，随着家长复工复产，很多孩子独

自在家。没了家长督促，部分孩子不爱劳

动的故态复萌。沈阳一名小学六年级学生

家长刘女士说，自家孩子在家不会做饭，自

己书桌床铺不爱收拾，房间很乱，自理能力

非常差。这种情况并非个案。

多名受访者认为，劳动教育效果不佳，

原因之一是学校开展劳动教育受限多。部

分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反映，学

校开展劳动教育的资源匮乏，老师、场地、

经费多有不足；学生课表太满，劳动教育难

挤进去；部分学校考虑到可能产生安全隐

患，所以不开劳动课。更为重要的原因是，

由于劳动教育与考试关系不大，学校、家庭

重视不够，劳动教育被边缘化。

广州小北路小学校长韩萍说，劳动教

育单靠学校是无法实现的。但现在部分家

长只关心孩子学业成绩，对孩子理应完成

的家务劳动，习惯包办代替，存在“学校教

完，回家变回原形”的情况。

在一些大城市，许多孩子生活在

“421”(老人4位，父母2人，孩子1个)的家

庭结构中，家庭劳动基本被长辈包办，孩子

学习压力大，孩子不会劳动、不愿劳动成为

普遍现象。

另外，实施劳动教育的社会氛围不足，

看不起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现象客观

存在。

劳动教育
如何步入3.0时代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

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根据各学段特

点，在大中小学设立劳动教育必修课程。

此次意见甚至对具体的课程时间也作了

规定。

教育工作者普遍认为，基础教育不能

太功利，落实好“立德树人”这一核心任务，

新时代的劳动教育是一个好的切入点。目

前，一些地方正根据实际情况，创新性开展

劳动教育。

针对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周一至周五空

置、周六周日爆满的情况，江苏常州市投入

1.3亿元将其打造成劳动实践基地。该基

地拥有26个工作室，开设21门课程，每年

能够接纳市区23所初中、8所高中3万余

名学生集中学习。

广州选择一批重视劳动教育、劳动教

育开展落实较好的学校，设立为劳动教育

试点，通过城乡结对、构建联盟，促进城市

和农村学校在劳动教育方面资源互补、优

势互补，互相帮带、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

建共享，创新劳动教育模式。

大连市沙河口区劳动技术中心占地面

积1万余平方米，是区内劳动教育“三大校

外实践基地”之一。在这里，劳动教育与

“生活”“艺术”“技术”三大模块结合，已开

发课程近40门。“学生初中三年，至少要在

这里完成72课时的劳动教育。”该技术中

心主任苏斌说。全区中小学也相继开发了

自我服务、家务劳动、劳动技能、公益劳动

4大类百余门校本课程和1000余节网络

“微课程”。

还有教育专家提出，劳动教育并不仅

是一门课，而是与世界的充分接触。在人

工智能高速发展、社会服务更加便捷化的

当下，劳动教育绝不是单纯让学生学会洗

衣、做饭、打扫卫生，而是教孩子从劳动中

体验生活乐趣，让他们在劳动中感受到自

己可以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只有达到这

样的效果，劳动教育才会从外部要求转化

为学生的内生动力。

“从单一的校内教育到家庭、社会共同

参与，构建立体化实践大课堂，劳动教育需

要步入3.0时代。”沙河口区教育局局长程

琪说。

小学生进行叠衣服比赛 刘东岳 摄

数字经济未来“重头戏”有几多？
新华社 姜琳 白田田

“要继续出台支持政策，全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这一安排部署，引发了代表

委员高度关注和广泛共鸣。

“云上中国”前景几何？记者采访的多位代表委员表示，中国拥有发展数字经济的独特优势，当前大幕刚启，“重头

戏”还在后头。

学校教完，回家现形？劳动教育难入心
《半月谈》郑天虹 王莹 蒋芳

自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把劳动教育再次放到与德智体美并

重的位置以来，劳动教育备受关注。今年3月下旬，《关于全面加

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发布，更为落实劳动教育提

供了明确指引。那么，劳动教育在各地落实情况如何？记者在多

地展开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