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派修腳北京某分店店長張志飛：

政策扶企業
營商環境佳

2012年我從張家口來到北京。剛來北京
的時候條件比較艱苦，房子租金每月
六七百元，還沒有窗戶，每天早出
晚歸學手藝，慢慢從一名普通的修
腳師傅做到了現在的店長。
受益於時代的快速發展，自己的

生活水平也有了質的提高。2018年
做店長以來，我最大的感觸是北京的

營商環境越來越好，競爭更加公平。國
家減稅降費政策，為我們這些發展中的小
微企業減輕了很多負擔。下調增值稅稅

率、降低社保費率等許多好政策讓我們嚐到了甜頭。
特別是這次疫情，雖然停業三個月，但影響並不是

很大，現在營業額正在穩步回升。未來五年，如果順
利的話，我想擴大業務開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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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 全 會 十 四 五與聚焦A8

正在北京召開的五中全會正審議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

年遠景目標的建議。過去五年，「天更藍了」「生活更加便利了」「全民素質更高了」……民

眾真切感受到了五年來生活質量的提升。他們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期待未來五年環境更加優

美、城市更加開放、網絡空間更加清明、教育更加公平……更多的惠民政策落地生根，國家更

加強大興盛，人民生活更加富裕美滿。 ■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頡、馬曉芳 北京報道

國
家
日
新
月
異

民
眾
冀
增
進
福
祉

衣
食
住
行
更
便
捷

青
山
綠
水
更
宜
居

教
育
醫
療
更
完
善

資深媒體人戴九悅：

護好老北京
邁進國際化
這五年，我的最大感觸是北京國際化程度的提升。

中央商務區核心區的建設、大興國際機場等基礎設施
的完善讓國際交流更加便捷，服務業水平也有了質的
飛躍。越來越多的從業者具備英語交流能力，城市交
通或是景區都配有完善的外語說明。以前外國人來北
京旅遊，拿着一張地圖手舞足蹈地比劃半天還問不明
白，而現在，無論是公交出行、餐廳用餐，還是景區
參觀，都可以為他們實現無障礙溝通。所以，自由行
來北京的外國人越來越多。
作為一名地道的北京人，我希望未來五年在國際

化的同時更大力度地保護好北京的古建築，保護老
北京，讓北京成為一座現代和傳統交融的國際化大
都市。

解放軍第七醫學中心護士李煥新：

感生活便利
期醫患和諧
過去五年最大感受是生活便利很多，線上購物送貨

上門，快遞、外賣一鍵下單。我們醫護工作者經常加
班，不能按點進餐，購物也沒有太多時間，因此要感
謝這些年中國互聯網技術進步給生活帶來的翻天覆地
變化。
作為參加了新冠疫情一線護理工作的普通護士，

2020年對於我來說非同尋常。當時去抗疫一線並沒
有告訴家人，怕家裏人會擔心。這件事讓我成長了許
多。今後只要工作需要時，我還是會全力以赴呵護患
者健康，挽救生命。
未來，我希望大家對醫護工作者有更多的理解和包

容，讓醫患之間的關係越來越融洽和諧。

企業聯合創始人丁佳：

公僕更接地
續提效便民

過去五年，讓我感受最深的就是
12345市長熱線解決問題的速度得到
大幅提升。以前感覺市長熱線不是
輕易能撥打的，打了也不能解決
實際的問題，彷彿離我們老百姓
很遠。而現在，市長熱線工作人
員會針對每個問題進行跟蹤和反
饋，十分細緻周到。由於公司需求，

去年我在朝陽某稅務大廳智能機上辦稅的
時候，機器出現故障，現場工作人員解決未果後便不
予置理。我撥打市長熱線後的第二天，稅務局局長親
自打電話回覆我，最終把問題解決了。民生無小事。
希望未來北京能繼續提高行政效率，積極回應民眾訴
求，為百姓帶來更多的便利和實惠。

北京韻達快遞員家躍輝：

加量不加薪
權益求保障
我從事快遞行業已有五六年時間，當過快遞員、做過
快遞售後客服，也承包過快遞站點。這五年來，網購日
趨火爆，自己的快遞站點從以前每天接兩百多件，到現
在每天至少五六百件，遇上「雙十一」等購物節更是破
千件。以前的網購對象多是年輕群體，現在可謂是全民
網購，經常有80多歲的老人前來取件、寄件。

網購的火爆促使快遞行業飛
速發展。大批從業人員湧
入，也加大了各家快遞行業
的競爭，快遞數量越來越
多，快遞費也越來越便宜，
快遞小哥們的工作量增大
了，但實際收入卻沒有明顯
的增長。加之近些年各快遞
公司開始重視消費者反饋，
每一個差評或者投訴，都對
快遞員造成損失，更有甚者
出現惡意舉報，嚴重傷害快
遞員的尊嚴和利益。
希望未來快遞行業越來越

規範，廣大用戶能對快遞人
員給予更多的包容和理解，
保障他們的權益。

北京優藝直播運營總監林娜：

直播趨火爆
出招嚴監管

我2014年進入公司，陪伴公司從起步
到輝煌，也見證了直播行業從0到1
的質變。剛入行的時候，大部分人
對網絡直播還不了解，親戚朋友問
我，也很難跟他們解釋清楚。公
司起步時只有十幾個主播，直播的
內容也很單調，只是唱唱歌，講講
段子。後來，手機直播興起，中國進
入全民直播時代，但流量的大肆湧入也
存在很多問題，一些低俗、負面的內容
充斥着網絡。緊接着，國家出台了相應

的政策，以促進直播行業健康有序發展，營造風清氣
正的網絡空間。
政策出台後，網絡空間確實更加清明。近幾年，直

播帶貨等新元素不斷湧現，讓直播內容越來越豐富，
網友的價值觀也越來越正。現在，公司主播由當初的
十幾人發展到千人隊伍，我的工資也由當初的四千多
元提高了五六倍。
這五年，是直播行業發展最快的五年，也是國家綜

合實力提升最快的五年，更是我個人成長最快的五
年。未來，希望直播行業越來越規範，內容和形式更
加豐富多元，除了綜藝類內容外，多增加一些扶貧、
助農等活動，讓直播在滿足大眾娛樂需求外，能更多
向公益發力，傳播正能量。

沉迷詩歌的IT男孫書凱：

守護「常態藍」
戶外現「京」彩

我是一名從事IT行業多年的地道理工
男，但鍾愛寫詩。過去五年我感受最
深的是北京的生活環境越來越好，
自國家發起「藍天保衛戰」後，霧
霾天少多了，原本難得看到的
「兩會藍」已變成「常態藍」。
我喜歡跑步，幾年前一到秋冬

季霧霾就很嚴重，那時夜跑我會吐
槽一句「冬霾漫漫霧茫茫，天地已合與

君絕」。現在空氣改善了，我可以提前幾站下地
鐵，然後直接跑步回家。騎車上下班也是現在的一
種選擇。早年初春的時候還有沙塵，騎車比較遭
罪，我只能感歎「出門先問預報，惶惶急尋口
罩」。現在天越來越藍，我可以「騎着車，唱着
歌，過着悠閒小生活」。
詩歌來源於生活，寫詩就是為了記錄生活。未來五

年，希望天常藍、地常綠、水常清，讓人民的居住環
境更加優美舒適，真正把生活過成詩歌。

北京市大興區學雷鋒志願服務者宋薛宣：

禮讓成風氣
倡低碳出行
作為一名文明交通義工，我看到這幾年城市公

共交通的發展變化非常大。不僅地上公共交通四
通八達，地下的地鐵也日新月異。伴隨科技的發
展，公交的智能化也讓老百姓越來越便利，手機
能隨時查詢各個公交車的到站情況，出行比以前
方便了很多。
另外，人們的文明素質提高很多。我剛做義工時，

機動車禮讓行人的情況並不多。現在我們在協管交通
時，看到很多司機都會主動停車給行人讓路，亂闖紅
燈的現象越來越少，文明出行成為大家的共識。未
來，真心希望城市的早晚高峰越來越通暢，大家多選
擇公共出行方式，低碳綠色出行，每個公民做好自己
的分內之事，這樣整個社會才能一起進步。

北京市某小學教師孫培培：

教育信息化
冀普及山區
作為一名從業多年的小學老師，這幾年我印象最深

的是教育信息化的普及。雖然各地教育信息化水平不
一，但都在不同程度地提升，這讓一線老師有了更多
的發揮平台。
今年疫情期間，線上教學快速實現。為了讓老師

們能夠順利優質完成網絡授課，學校專門聘請了教
育信息化專家給我們培訓。我們也自學了很多信息
化課程，盡量使空中課堂更生動有趣。其實，疫情
期間的教學任務一點沒有減少，相對還增加了，也
讓我們學到了很多東西。疫情之後，我們把線上教
學遺留的問題都做了梳理，這對日後的改進提供了
非常寶貴的經驗。
作為教育工作者，我最關注教育公平，希望接下來

幾年，國家能夠不斷加大對教育公平的支持力度，借
助信息化平台讓更多優質教育走進大山，給偏遠山區
的孩子們帶去知識，創造公平的成長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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