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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已進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產業轉型經濟升級的關

鍵時期。尤其是在「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機遇下，大力發展創新設計產

業，對於全面提升中國的產業競爭力和國家競爭力，推動「中國製造向中

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具

有重要意義。那麼，究竟該如何提升中國的創新設計能力呢？陝西省政協

委員張凱華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一方面，要加強創新設計產

業信息流通，加強與國際市場的交流，幫助企業佔據國際市場；另一方

面，要加大對國際創新人才的培養，使人才與項目配套發展。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道

張
凱
華
：

發展創新設計
打造中國好產品

在中國製造2025的大背景下，大力發展
創新設計被列入國家「十三五」規劃

的重要內容。早在2013年，中國工程院就
啟動了「創新設計發展戰略研究」重大諮
詢項目，2014年，中國創新設計產業戰略
聯盟正式成立。2016年9月，絲綢之路創新
設計產業聯盟也應運而生，旨在着力提升
創新設計能力，推動陝西及絲綢之路沿線
國家和地區的產業核心競爭力，不斷打造
和培育具有全球影響力、引領世界的中國
好設計、中國好品牌和中國好產品。

成立聯盟促絲路國家共同發展
張凱華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去年成立的
絲綢之路創新設計產業聯盟，是在中國創新
設計產業戰略聯盟的指導下，由西安碑林環
大學創新產業帶管委會、西安交通大學、澳
門國際設計聯合會、香港低碳設計協會、大

陸通商專業事務所（台灣）、西伯利亞交通
大學、荷蘭埃因霍溫大學等絲綢之路經濟帶
沿線國家和地區的124家產學研機構發起成
立。聯盟致力於推動創新設計領域科研合
作、經貿交流、人才培養、文化溝通、機制
創新，進一步促進內陸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
和地區的資源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通過『一帶一路』的大環境，聯盟成

員單位間能互通有無，及時溝通和推廣創
新成果，暢通信息渠道，從而加快中國西
部發展和促進世界交流。」張凱華說，尤
其是對企業而言，信息暢通和觀念的轉
變，對提升創新設計能力將起到非常大的
促進作用。
而為推動聯盟的發展，促進本地產業升

級，加強與國際市場的交流，張凱華建
議，可通過籌辦絲綢之路創新設計博覽
會，以賽、展、會的形式開展。一方面，

可以舉辦「絲路·星創新設計大賽」，催生
創新設計的各類成果；另一方面，可以邀
請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優秀設計機
構和設計師展出創新設計作品，促進交流
合作；此外，還可邀請國際國內院士專家
和產業領袖舉辦創新設計高端論壇，帶動
提升沿線國家和地區創新設計行業的整體
水平。

加強國際創新人才培養
「當前，人才問題仍是社會發展的瓶
頸，各行各業均存在高、精、尖專業人才
缺乏的難題，要加強國際創新人才的培
養，提升企業做全球市場的能力。」張凱
華表示，要想更多地引進好人才，首先要
有好的政策。同時，好的項目和人才也要
配套進行，只有給足空間，才能讓引進人
才大展拳腳，人盡其才。
而具體到創新設計產業國際人才的培

養，張凱華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可考慮
引進英美等國先進的認證評價知識體系，
在能源電力、交通運輸、信息與通信、設
計與製造、建築環境、機械工程等專業領
域，依據人才能力素質為基礎，制定專業
的認證體系。
此外，他建議與美國國際教育聯盟

（AAFIE）合作落地「AAFIE 全球創新
（西安）中心」，通過世界一流的發明家
和國際資深工程師的在線指導，幫助企業
按照跨國公司的新產品研發途徑、全球創
新方法和全球創新工具開展研發工作。

絲路起點優勢顯
創新設計潛力大
2017歐亞經濟論壇日前在陝西召開，

與往屆不同，本屆論壇首次設立了絲綢之
路國際創新設計周，並以「西安與世界一
起創造」為主題，為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
地區政府機構、設計大師、工商企業界人
士、專家學者搭建了交流平台，亦讓社會
各界感受到了絲綢之路創新設計的魅力。

西安設計企業超4萬家
張凱華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陝西是

古絲綢之路的起點，省會西安更是有着深
厚的歷史人文底蘊，科技實力雄厚，同時
又是高等教育比較集中的地方，對於創新
設計人才的引進和產業的發展，有着先天
的優勢和巨大的潛力。
「絲綢之路創新設計產業聯盟的成

立，使更多的單位參與到創新設計之中，
包括國內一些大學和有名的設計公司，他
們通過聯盟平台進行技術交流，充分利用

信息化、網絡化等手段吸引一些最活躍的
創客參與，使創新設計散發出耀眼的光
輝。」張凱華說。
據不完全統計，西安目前各類設計機

構超1,000多家，設計企業超過4萬家，
產業規模和總體實力已位居全國前列，並
呈現出門類齊全和增長加快的態勢，尤其
在工業設計、文化創意設計、交通設施設
計、建築工程設計、能源化工設計領域，
已具有鮮明的特色優勢，一些重要領域引
領着全國乃至世界發展潮流。
「創新設計是加快實現中國創造的關

鍵和重要着力點。」張凱華稱，作為國
家創新型城市試點，西安應依託歷史文
化、科技教育、人才資源創新等優勢，
激活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軍工科技和
企業創新潛力，為創新型國家建設探索
路徑，實踐「知識—技術—產業」互動
創新的發展模式。

張
法
水
：

為孩子安放一張放心「小飯桌」
法庭上，張法水是一名據理力爭的律師；履職

時，他是一名「較真」的政協委員。五年履職，山

東省政協委員張法水積極關注民生問題，廣泛聽取

民意，敢於直言，為民發聲，着力解決民生難題，

其間共提交重點提案40餘件，涉及依法治國、環

境治理、養老、醫療等諸多領域。近日，他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政協委員不僅要起好

參政議政的作用，還要做好監督，要從「根源」上

思考問題，更要注重從制度上提出解決問題的建

議。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丁春麗 山東報道

新學期伊始，山東省實驗中學首次「嘗
鮮」為學生配餐，1,200多名訂餐的學

生不出校門就吃到了午飯。
聞聽此訊，最感到欣慰的莫過於張法水
了，這與他在2016年提出的《關於解決
城市孩子小飯桌問題的建議》提案有着直
接聯繫。該提案被列為省政協重點提案，
最終在山東省政協、食藥監、教育廳等督
辦下得到落實，孩子們也終於吃上了放心
午飯。

為解「飯愁」深入調研
2015年，濟南發生多宗小飯桌擾民被下

「逐客令」事件，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為
了摸清實情，張法水到山東各地展開調研
了解情況，並與家長、老師座談聽取意
見。他還多次以家長的身份，到私人小飯
桌摸底。
僅保守數據顯示，2016年春季開學，山
東全省公示小飯桌6,532家，秋季開學公示
小飯桌有7,249家。小飯桌的出現，在一定
程度上解決了孩子午餐和午休的難題。

「小飯桌問題解決不好，學生中午吃不
好、休息不好，肯定會影響學習成長。」
張法水表示，小飯桌問題看起來只是午餐
和午休的問題，實質卻是一個關係教育、
民生的大問題。小飯桌現象產生的根源在
於學校不提供食堂和託管服務，而大部分
學生家長中午無法接送孩子。他認為，從
某種程度上說，愈演愈烈的「小飯桌」矛
盾是相關職能部門長期缺位的必然結果。
張法水調研中發現，小飯桌擾民容易引

發其他居民的投訴，甚至引發激烈矛盾衝
突，從而成為了一個新的社會矛盾糾紛熱
點。同時，大部分小飯桌是無證經營，消
防、食品衛生等狀況難以達到正規經營單
位的標準，一旦發生火災和食品衛生事
故，後果不堪設想。

小飯桌建議獲重點督辦
在提案裡，張法水建議對現存於城市各

居民小區內的小飯桌進行整改規範，加強
監管，保障小飯桌經營機構的食品衛生安
全和合法運營。「政府可撥專項資金，支

持有條件的中小學校完善相關學生食堂等
設施，解決學生的午餐和午休等問題；或
政府給予相應資金扶持，使社會企業配餐
與學校託管相結合。」
張法水的這份提案不但被列為當年的重

點提案，還得到好幾位省領導的批示，山
東省政協還為此專門召開了重點提案督辦
座談會。
「為什麼幼兒園和大學可以，中小學就

不可以？為什麼有的中小學可以，有的就
不可以？為什麼有的中小學原來可以，現
在就不可以？為什麼中國其他地方可以解
決，咱堂堂大省會就解決不了？」作為提
案人，張法水連拋四個「為什麼」，引發
大家的共鳴。
張法水的提案引起媒體的高度關注，山

東省教育廳專門研究落實他的提案，並形
成數條解決意見。其中把學生食堂列為寄
宿制學校標準化建設的重要內容，支持有
條件的非寄宿制學校建設學生食堂，沒有
條件的學校可以選擇符合衛生標準的配餐
企業。

「
較
真
」
委
員
敢
直
言

張法水的另外一個身份是山東
法策律師事務所主任。在法庭
上，張法水作為律師，據理力
爭，慷慨激昂。較真，謹慎，反
應敏捷，邏輯性強，律師的這些
職業特點也被張法水帶入到委員
的履職中，他的責任感和認真態
度是出了名的。
在為小飯桌的提案重點督辦座

談會上，張法水的四個追問被媒
體寫入了新聞報道。媒體還刊發
過《給患者翻一次身收五塊錢，
醫院的「翻身費」我們如何監
督——較真委員張法水步步追問
衛生廳》一文，張法水的提問一
個接一個，而一連串較真的提問
都是為了《構建和諧醫患關係的
建議》的提案更好地落實。
《委員聽民聲》是山東省政協

辦公廳與山東省電視台聯合開辦
的一檔電視欄目，該欄目融媒體
的輿論監督與政協的民主監督為
一體，聽取民聲民意，着力解決

民生難題。該欄目工作人員告訴
記者，不管工作多麼忙，只要需
要張法水參與節目，他都會如約
而至，成為參與該節目最多、最
積極的政協委員之一。
「他的所有建議都是建設性

的，在提出問題或時弊的文章
裡，必定提出建設性的解決方
案。」原全國政協常委、原民建
中央常委、原山東省人大常委會
副主任墨文川為張法水參政議政
的積極態度點讚。2017年5月，
《張法水：法與議政的思索》正
式出版，這本書裡面凝結了張法
水5年履職的成果，墨文川為該
書作了序。
「政協委員不僅要起好參政議

政的作用，還要做好監督，這本
身就是我們的職責。」張法水
說，「作為政協委員，履職不到
位就是失職。漠然面對社會矛盾
和問題，不發一言，不提一語，
不是一種勇於擔當的表現。」

關注民生巧解民憂
五年來，無論是城市社區，還是鄉村的
田間地頭，都能找到張法水調研的足跡和
身影。
濟南章丘官道店村二百畝地的水利設施

在五六年前建設完工後，一直沒有實際運
轉發揮作用，乾旱的土地無水可澆。2015
年1月，張法水實地調研後，積極協調邀
請章丘相關部門到現場看情況、談意見，

努力尋求解決問題之道。一個月後，二百
多畝乾旱的土地全部澆上了汩汩清水，村
民們的臉上露出了開心的笑容。
2014年11月，濟南領秀城開發商欲在幼

兒園和學校附近建設垃圾中轉站，違反了
國家相關規定，引發小區業主強烈不滿。
張法水到現場調查了解情況，經多方協
商，最終開發商明確承諾垃圾中轉站遷

址。「心繫民生，為民分憂」，小區業主
為張法水送來了一面錦旗表達感激之情。
張法水說，作為政協委員，五年的履職
學習已經讓他的視野更開闊，超越了律師
自身職業的局限性。他現在更喜歡從「根
源」上思考問題，更注重從制度上提出解
決問題的建議。《充分發揮農村紅白理事
會作用，移風易俗建設文明鄉村》是張法

水今年的提案，農村婚喪嫁娶等紅白事上
的攀比浪費現象由來已久，很多人因此背
上了巨大的債務。張法水提議貫徹法治思
維，使農村紅白理事會取得協助操辦、監
督村民紅白事的法定地位和職權。他認
為，只有強化農村紅白理事會制度建設，
才能真正使其在移風易俗、建設文明鄉村
領域作出其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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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法水參加山東省政協舉辦的張法水參加山東省政協舉辦的「「民聲連線民聲連線」」活動活動，，接聽群眾反映接聽群眾反映
的問題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張法水接受媒體記者採訪張法水接受媒體記者採訪。。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張凱華張凱華（（左一左一））慰問困難群眾慰問困難群眾。。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