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济南2月19日讯(记者 于潇
潇)2月19日上午，山东省第十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幕，省长
姜大明作政府工作报告。记者注意
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
四处明确提及潍坊，潍坊市长刘曙
光说，这不仅是对过去一年潍坊经
济社会发展的肯定，更给予潍坊未
来发展以殷切厚望。

政府工作报告中，直接点名潍
坊的有四处。其中包括“重点打造
青岛西海岸、潍坊滨海、威海南海
三个海洋经济新区”，“加快建设
中德生态园、日照国际海洋城、潍

坊滨海产业园三个中外合作园区，
着力推动海洋产业联动发展示范基
地和黄河三角洲国家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区发展”，“落实黄河三角洲
未利用地开发总体实施方案，制定
滨海区域综合开发总体规划，搞好
东营、滨州、潍坊未利用土地开发
管理改革试点，搭建省级土地指标
交易平台”和“继续抓好潍坊、东
营公立医院体制机制改革试点”。

在加快发展医药卫生事业方面，
姜大明提出要继续抓好潍坊、东营公
立医院体制机制改革试点，开展30个
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完

善公立医院管理体制，破除以药补医
机制，积极开展便民惠民服务。鼓励
和引导社会资本开办医疗机构，形成
多元化办医格局。据了解，自2010年启
动公立医院改革以来，“潍坊模式”已
多次受到肯定。

另外三点集中在“蓝黄”两区
建设上。潍坊市委书记许立全在潍
坊市十一次党代会上作的报告中曾
提出，蓝黄两区建设，是潍坊最大
的发展机遇、最重要的战略空间，
对实现新的跨越举足轻重。潍坊既
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主体区的重
要组成部分、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

经济区的重点区域，又是山东省胶
东半岛高端产业聚集区的骨干城市
之一，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
要把潍坊市北部滨海地区作为主战
场，全力加速滨海、寿北、昌北三大板
块建设，基本形成经济新区、滨海新
城的形象规模。

在19日下午分组审议政府工作
报告时，潍坊市长刘曙光说，政府工
作报告中数次提及潍坊，这不仅是对
过去一年潍坊经济社会发展的肯定，
更给予潍坊未来发展以殷切厚望。潍
坊将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扎实推
进“四个潍坊”建设。

政府工作报告四次提到潍坊
■“重点打造青岛西海岸、潍坊滨海、威海南海三个海洋经济新区”

■“加快建设中德生态园、日照国际海洋城、潍坊滨海产业园三个中外合作园区”

■“搞好东营、滨州、潍坊未利用土地开发管理改革试点”

■“继续抓好潍坊、东营公立医院体制机制改革试点”

来自潍坊的省政协委员王仁
华本次又带来四个提案，其中，对
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他表现出了
格外的关注。王仁华在会上提出建
议：解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问
题，可以参考“孚日模式”。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一
体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步
伐也随之加快，大量农民工涌进城
市，成为城市建设与发展中不可缺
少的重要人力资源。而据统计，70%

以上的农民工在进城时把父母、妻
子和子女留在农村，这样也就随之
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农
村留守儿童。王仁华说，每次从媒
体上看到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他
都会很难过，留守儿童在身体发
育，个性发展等方面得不到正常的
关爱与呵护，容易造成心理偏差等

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
王仁华在对留守儿童的调查

中发现，在全省乃至全国，潍坊的
留守儿童数量都相对较少。他发
现，主要原因在于潍坊乡镇经济发
展较好，潍坊的各个乡镇集中着不
少中小企业，许多农村年轻人外出
打工，只需离开所在村庄，甚至不
需走出乡镇。比如高密的孚日集
团，在高密的周边村镇设了许多工
厂，而且待遇较好，当地的农民工

“流失”问题和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也就相对较轻。

王仁华在调查中将此称为“孚
日模式”。他为此建议，解决留守儿
童问题，可以借鉴孚日模式，政府
可加大力度，对乡镇企业在资金、
政策等方面给予扶持，将乡镇经济
发展好，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自然减

少，同时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问题
也就迎刃而解。

同时，王仁华建议，对于留守
儿童应给予特别的关注，应建立农
村社区儿童少年教育和监护体系。
实施辖区行政负责人对留守儿童

管护责任制，列为对乡村学校干部

考核的重要内容。在学校中也应增

设相关课程，加强对留守儿童精

神、心理、生理、行为等方面的指导

教育，引导他们走过人生发展的关

键时期，教育主管部门要尽快为农

村学校配备心理教师。同时，应加

强社会组织的建设，加深社会力量

帮助和参与的程度，并可设立关爱

留守儿童基金，建立留守儿童指导

服务机构，促进形成学校家庭社会

相结合的监护网络。

本报记者 于潇潇

省政协委员王仁华:

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可参考高密“孚日模式”
省政协委员潘来军是昌乐中学政教处

副主任,本次两会他带来了一份关于全力推
进农村体育文化建设的提案，他说，全民健
身，尤其不应忽视农村。

潘来军的老家就在昌乐农村，他告诉
记者，农村的体育活动特别少。城中村和一
些城乡结合部还相对好些，而在那些较为
偏远的农村，由于缺少场地、设施等原因，
农民几乎没有体育活动，干完活回家，基本
上就是在家里看电视，而且由于缺乏引导，
也大多没有锻炼的意识。

但农民们并非对体育文化不感兴趣，
在附近一个村子的见闻让潘来军很受触
动。那天潘来军去村里见一个朋友，那个村
里有一个篮球场大的水泥场地，被村民们
当成了运动场所。当时正是傍晚时分，村民
们吃过饭，孩子们也都已放学回家，闲来无
事都集中到了那块空地上，有的打羽毛球，
有的下棋，其乐融融。

这让潘来军意识到，农村体育文化应该
受到重视。为此他建议，应加大对农村体育设
施的投入，力争村村建立活动场所，和简易的
体育设施，如乒乓球台，篮球场等。

在农村设立这些设施投资少，见效快。
还可以充分利用市、县、镇各级单位更新下
来的体育设施，整理后补充到农村。在发展
好乒乓球、篮球、羽毛球等现代体育锻炼项
目的同时，可以根据地域特性，积极引导，
充分挖掘农民喜闻乐见的体育项目，提高
农民锻炼的兴趣和积极性，如秧歌、高跷、
秋千、毽子、传统武术、龙舟等，既能锻炼身
体又能娱乐身心；还应注意培养农村体育
人才，并积极开展一些健康家庭、健康村、
健康镇的评选活动，促进广大群众锻炼的
积极性。 本报记者 于潇潇

省政协委员潘来军:

全民健身

不应忽视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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