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人大代表倪迪

一、 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二、 审查 2024 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与 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草案

三、 审查 2024 年中央

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5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

案的报告、 2025 年中央和

地方预算草案

四、 审议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

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法 （修正草

案）》 的议案

五、 审议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六、 审议最高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

七、 审议最高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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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员队伍锐减 职业困境凸显
倪迪代表：建议加快“船员法”立法

  从 2015 年的 31 万锐减至 2023

年的 23.2 万， 降幅高达 25%。 在全

国人大代表、 中远海运船员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油运库船长倪迪看来， 这

一数字背后的严峻现实， 是船员职业的

吸引力正在急剧下降。

倪迪呼吁： “我们必须正视船员职

业的困境， 加快推进‘船员法’ 立法进

程， 为船员队伍建设提供坚实的法律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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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记者 陈颖婷

船员职业困境凸

显，队伍断层

“船员， 这个看似平凡却

至关重要的群体， 他们是航运

业的‘生命线’，是国家供应链

安全的守护者。”倪迪代表的声

音中透露出对船员职业的敬重

与担忧。 他指出， 近年来， 我

国船员队伍出现了严重的后继

乏人、 队伍断层现象。 根据中

国海事局发布的权威数据， 全

国持有效国际航行海船适任证

书的船员数量已从 2015 年的

31 万锐减至 2023 年的 23.2

万， 降幅高达 25%。 这一数字

背后的严峻现实， 是船员职业

的吸引力正在急剧下降。

倪迪进一步举例说： “就

拿三副、 三管轮这些关键岗位

来说， 持证人数从 2018 年的

3.4 万人暴跌至 2023 年的 1 万

人， 仅为五年前的 29%。 这不

仅仅是一个数字的变化， 更是

船员队伍结构失衡的直观体

现。” 对此他深感忧虑， 如果

这种趋势持续下去， 我国航运

业将面临“无源之水、 无本之

木” 的尴尬境地， 严重制约航

运业的高质量发展。

更令人担忧的是， 尽管航

海类院校的毕业生数量在逐年

增加， 但选择海员职业的学生

却寥寥无几。 倪迪代表痛心地

说： “2019 至 2023 年， 仅有

27%的毕业生选择了这一行

业。 这意味着， 我们培养了大

量航海人才， 却难以将他们留

在船上， 为航运业贡献力量。”

呼吁推进立法，加

强船员权益保障

面对这一困境，倪迪呼吁：

“我们必须正视船员职业的困

境，加快推进‘船员法’立法进

程， 为船员队伍建设提供坚实

的法律保障。 ”他强调，立法是

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只有通

过法律手段， 才能从根本上解

决船员职业吸引力下降、 队伍

结构失衡等问题， 为航运业的

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倪迪代表进一步阐述了

“船员法” 立法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 他认为， “船员法” 应

涵盖船员的注册、 任职、 培

训、 职业保障以及船员服务供

应等各个环节， 形成系统的船

员队伍建设发展体制机制。 同

时， 还应加强对船员特殊劳动

权益的法律保障， 确保他们在

劳动基准、 职业安全卫生保

护、 集体权利实现、 社会保障

等方面享有应有的权益。

“船员是公认的艰苦职业

和风险职业， 他们的工作环境

和条件十分恶劣， 面临的危险

和挑战也远超常人。”倪迪代表

动情地说，“我们不能让船员们

在风雨飘摇中无助前行， 他们

需要法律的庇护和支撑。”他强

调， 通过立法加强船员权益保

障， 不仅能提高船员的职业吸

引力和综合竞争力， 还能激发

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为

航运业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第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议程

（2025 年 3 月 4 日第

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凝心聚力共谱壮美华章 奋发有为再绘时代新篇
（上接 A1）

大会首先审议通过了政协

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

议议程。

王沪宁代表政协第十四届

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向大

会报告工作。

王沪宁表示， 2024 年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

是实现“十四五” 规划目标任

务的关键一年。 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 沉着应变、

综合施策， 顺利完成全年经济

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中国

式现代化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更加坚定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王沪宁总结了过去一年来

人民政协工作。他说，2024年也

是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 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发

表重要讲话， 为新时代新征程

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

强领导下， 政协全国委员会及

其常务委员会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

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

民主有机结合， 坚持人民政协

性质定位， 坚持聚焦党和国家

中心任务履职尽责， 坚持人民

政协为人民， 坚持以改革创新

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 把中

国共产党领导落实到政协工作

各方面全过程， 把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中之

重， 进一步领悟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

的重要思想， 聚焦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重大问题建言献策， 积极发挥

专门委员会基础性作用， 激发

政协委员履职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王沪宁表示， 2025 年是

“十四五” 规划收官之年， 也

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

一年。 人民政协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中共

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 三中全

会精神，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成立 75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 切实担负起把中共

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

作要求落实下去、 把海内外中

华儿女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的

政治责任， 坚持围绕中心、 服

务大局， 助力高质量完成“十

四五” 规划目标任务、 为实现

“十五五” 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王沪宁表示， 要坚持中国

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

导， 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

装， 强化思想政治引领、 广泛

凝聚共识， 紧扣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议政建言， 健全人民政协

协商民主机制， 坚定必胜信

心， 汇聚奋进力量， 推动新时

代新征程人民政协工作迈上新

台阶， 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共

同思想政治基础， 为中国式现

代化广泛凝聚人心、 凝聚共

识、 凝聚智慧、 凝聚力量。

全国政协副主席蒋作君代

表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 向大会报告政协十

四届二次会议以来的提案工作

情况。 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

议以来， 共提出提案 6019 件，

经审查立案 5091 件， 99.9%的

提案已经办复。 提案紧紧围绕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 推动高质量发

展、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建言

献策， 一大批意见建议转化为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举

措， 落实到相关发展规划、 法

律法规和制度文件中， 提案的

作用进一步彰显。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

还有： 马兴瑞、 王毅、 尹力、

刘国中、 李干杰、 李书磊、 李

鸿忠、 何卫东、 何立峰、 张又

侠、 张国清、 陈文清、 陈吉

宁、 陈敏尔、 袁家军、 黄坤

明、 刘金国、 王小洪、 王东

明、 肖捷、 郑建邦、 丁仲礼、

郝明金、 蔡达峰、 何维、 武维

华、 铁凝、 彭清华、 张庆伟、

洛桑江村、 雪克来提·扎克尔、

吴政隆、 谌贻琴、 张军、 应勇

等。

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

会、 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应邀列席开幕会。 外国驻华使

节、 海外华侨等应邀参加开幕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