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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记者刘开雄 杨洋）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规范发展长租
房市场，降低租赁住房税费
负担，尽最大努力帮助新市
民、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
难。“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
也提及，完善长租房政策，逐
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
务上具有同等权利。

两会期间，一些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也提出了长租
房发展相关的建议、提案，为
解决好城市住房问题建言献
策。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王玉
志带来了“关于大力发展租
赁住房”的建议，规范发展住

房租赁市场，加快培育专业
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大
力发展长租房市场，建立健
全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
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长殷
兴山认为，“长租房”一词被
正式提出，意味着长租行业
作为住房租赁市场的重要组
成部分，已受到政府部门的
高度关注和重视，其发展路
线会更加清晰。同时随着机
构化、专业化住房租赁企业
不断增加，长租房市场在扩
大住房租赁供给、提升租赁
房源品质方面起到积极作
用。

过去，长租房市场发展
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多家长

租公寓出现“爆雷”，致使租
户与房东蒙受损失，为行业
发展敲响警钟。

“如何提供更多优质舒
适的租赁房源，如何规范租
赁市场秩序、保障租赁双方
的合法权益，如何让长租家
庭和购房家庭逐步在享受公
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都
将是下一步需要努力解决的
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广东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张
少康说。

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成
为题中之义。

“完善住房租赁相关政
策，要充分运用系统观念，将
长租房发展、老旧小区改造、
金融风险管控、房地产市场

调控等各方面工作结合起来
统筹考虑。”张少康委员认
为，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要
房源筹集多元化、市场监管
精准化、运营管理规范化、综
合服务便捷化。

殷兴山委员建议，加强
住房租赁发展的顶层设计，
制定对住房租赁的差异化金
融支持政策，研究制定住房
租赁财税支持政策，健全土
地出让、抵押、流转政策。

“面向未来，长租房市场
有较大增长空间，在规范中
发展是各级政府部门未来工
作的主要思路，而只有坚持
规范与发展并举，才能让长
租房市场行稳致远。”殷兴山
委员说。

居有定所 心有所安

代表委员建言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
（记者董瑞丰 胡璐）中国人民银行
副行长陈雨露委员10日在全国政
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三场“委员通
道”上说，2021年宏观金融政策将
会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过去一年里，金融监管部门
积极为中小微企业纾困，相关优
惠政策在到期之后是否还会延
续？市场十分关注。

陈雨露说，广大小微企业普
遍关心的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
将会延续；工、农、中、建这些大型
商业银行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将
会增长30%以上；在防控好金融风
险的基础上，小微企业无抵押信用
贷款的占比也将会继续上升。

陈雨露还表示，科创小微企
业、绿色小微企业、乡村振兴战略
当中的农村新型经营主体等，有
望得到特殊的融资支持。与此同
时，我国的数字普惠金融事业将
会继续快速发展，给中小微企业
插上金融科技的翅膀。

据介绍，2020年人民银行等
金融管理部门累计设立了1.8万亿
元的低息专项再贷款和再贴现资
金，对7.3万亿元的小微企业贷款
实行了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发放
了4万亿元的小微企业无抵押信
用贷款，对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中
小微企业发放了 2.3 万亿元的应
收账款质押贷款。

小微企业贷款
延期还本付息政策
将延续

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记者 舒静）9日下午，在十
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浙
江代表团分组审议现场，全
国人大代表、浙江广电集
团浙江卫视新闻中心首席
主播席文现场@最高人民
检察院，就如何弥合老年
人面对的“数字鸿沟”提出
建议。

“我们杭州有个景区，
去年5月发布公告，要求所
有游客必须提前线上预约，
给一些老年人带来不便。
后来，杭州市检察机关通过
公益诉讼专项监督的方式，

督促景区完善购票方式，维
护游客权益。”

说 到 这 里 ，他 专 门 @
正 在“ 云 旁 听 ”的 最 高 检
的 工 作 人 员 。“ 建 议 最 高
检研究相关检察公益诉讼
经验，探索维护老年人的
权益。”

这番话，引发在场的全
国人大代表、中国残疾人联
合 会 副 主 席 吕 世 明 的 共
鸣。近年来，他一直在关注
和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问
题，今年也提交了相关建议
和议案。

“席文代表讲的例子很

鲜活。你关心的事情，我
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也看到
了相关表述。无障碍环境
建设，无论是设施无障碍，
还是信息无障碍，都能让
我们更多地拥抱太阳、无忧
无虑……”吕世明谈起这一
问题，更有切身体会。

在场的全国人大代表、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贾宇回应说，数字时代的老
年人权益保障问题不容忽
视。移动支付、“码”上生
活、智能家居等数字场景，
年轻人可以自然融入，老年
人却可能障碍重重。

“保障不同群体生活的
无障碍，是社会各界都应关
注的重要民生问题。”贾宇
说，“检察机关在通过公益
诉讼推进市政无障碍设施
建设的同时，已经开始探索
老年人数字生活无障碍领
域的公益诉讼。相信在共
同努力下，人们生活中的障
碍不便会越来越少，满意度
会不断提升。”

“在数字化改革进程
中，要注重数字包容。”正如
席文代表所说，“数字是冰
冷的，但数字化应该是温暖
的。”

人大代表@最高检：

老年人的“数字鸿沟”，怎么跨？

□刘怀丕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出，
开放司法区块链平台，支持网络著
作权人上传作品、保存证据，预防和
惩治网络抄袭。区块链技术储存的
数据不可篡改，特别适用网络著作
权保护。用好司法区块链这一利
器，让“文抄公”原形毕露，将有效解
决网络抄袭防治难，有利于营造尊
重原创、崇尚创新的创作环境。

网络抄袭隐蔽性高、鉴别难、举
证难，维权的金钱和时间成本极高，
很多受害人无奈放弃维权，致使抄
袭之风屡禁不绝，严重损害原创积
极性。近年来，杭州、北京、广州等
法院上线的司法区块链系统，提供
了新的破解之道。司法区块链能使
著作数据全流程记录、全链路可信、
全节点见证，保证从创作到维权都
有迹可循，解决了存证取证的一系
列难题，显著降低了维权成本。

司法区块链消除了网络抄袭人
抵赖的可能性，增加了原创者捍卫
著作权的底气，大大提高司法效率，
让“文抄公”无处下笔，无以遁形。
开放司法区块链，是顺应时代潮流
之举，必能给网络抄袭防治带来新
变化。但也要清醒看到，司法区块
链仍处于探索阶段，在运用上既要
鼓励又要审慎，坚决避免陷入“唯技
术论”的误区，在司法裁判中仍要综
合使用传统取证等多种方法。

随着司法区块链应用迅速扩
大，“文抄公”该警醒起来了，靠抄袭
而名利双收的日子行将结束。灭
掉“文抄公”，原创更繁荣。

用好司法区块链，
消除“文抄公”

■时评

3月10日，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三场“委员通道”采访活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
新华社记者 王南 摄

关注两会“委员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