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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昨闭幕
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并通过各项决议

本报3月30日讯(记者
孟艳) 青岛市第十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
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于30

日下午在市人民会堂胜利
闭幕。

本次会议应到代表553

名，出席30日全体会议的代
表533名，符合法定人数。大
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李群、王

文华、张若飞、栾景裘、马
泽、吴淑玲、徐航、张锡君、
高岩，新当选的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李增勇、邹川宁在
主席台前排就座。市委副书
记、市长张新起，市政协主
席王书坚在主席台就座。

王文华主持会议，会议
表决通过了青岛市第十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

员会成员名单。会议以无记
名按表决器的表决方式，先
后通过了关于市政府工作
报告的决议、关于青岛市
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2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的决议、关于青岛市2011年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2

年财政预算的决议、关于市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
于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的决议、关于市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王文华说，今后五年，
是全面落实市十一次党代
会精神，率先科学发展、实
现蓝色跨越，加快建设宜
居幸福的现代化国际城市

的关键时期。面对新形势、
新任务，我们一定要在中
共青岛市委的领导下，紧
紧依靠全体代表和全市人
民，恪尽职守，砥砺前行，
依法履职，尽责有为，为全
市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
有尊严，开启率先基本实
现现代化的新征程而不懈
奋斗。

本报3月30日讯(记者
李晓闻 ) 两会上，12名人
大代表联名提交议案，建议
青岛市出台地方性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代表建议，房屋征收主体应
为政府部门，征收依据和目
的应以公共利益为主，强调
在民主协商基础上的公平
补偿。30日，该议案被确定
为大会议案。

30日，记者就此采访了
该议案的提出人之一、人大

代表刘学政。他告诉记者，
国务院于2011年1月21日正
式颁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青岛市
需要结合本地具体情况，制
定新的地方性法规，为新的
征收与补偿工作提供法律
依据。

“从以前的拆迁到现在
的征收，是一种原则性、根
本性的变革。以往拆迁主体
一般是开发商，开发商往往
更关心商业利益，而忽视公

共利益。”刘学政说，在以往
的拆迁过程中，存在个别开
发商对被拆迁者补偿额度
过低的现象，被拆迁者拿到
补偿款根本无法在市场上
购置到同样的房子。“这就
需要强调公平补偿，我们建
议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
被征收房屋的市场价值、被
征收者的损失予以充分考
虑，特别是对特困家庭，要
采取优先保障措施。”

代表们提议，房屋征收

的主体应为政府，由政府来
制定新的征收标准，而征收
依据和征收目的应该是公
共利益，比如政府可以将征
收的土地用于国防外交、
科学文化、保障房建设、基
础设施的完善等等。对于
征收范围的确定、补偿标
准的制定，应遵循民主决
策的原则，在充分民主协
商 的 基 础 上 规 范 征 收 程
序。而在补偿方面，务必要
遵循公平的原则。

在议案中，代表们草
拟了《青岛市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草
案 )》，该草案详细规定了
征收补偿的范围、补偿内
容、补偿方式、补偿标准、
补偿程序等，还强调严禁
非法强签协议、征收期间
不得中断水、电、气等等。
刘学政说，这只是他们的
初步建议，具体方案和措
施还要等相关部门进一步
研究论证。

12名人大代表联名提交议案

房屋征收与补偿
青岛应有本土条例

今年两会，让很多市
民心潮澎湃，蓝色经济的
蓝图更加清晰，西海岸经
济新区和蓝色硅谷“两翼
齐飞”，三城联动的大青
岛呼之欲出。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了很多大手笔、大规
划、大发展。青岛似乎好
久未有此激情和魄力，市
民期盼的青岛大变样有
了明确方向。

一个城市发展的内
动力，在于强有力的领导
核心、先进的思想指引和

团结一心的群众。蓝图画
就了，实现的关键一环，
是调动市民的热情。让市
民与城市共发展同进步，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凝聚
力和向心力才会迸发出
来。

记者注意到，提出把
城市做大做强的同时，政
府工作报告对民生的着
笔也不小。今年要专门拿
出163亿元，投入到教育、
医疗、文化、民政等社会
事业——— 新建幼儿园、敬
老院、保障房……让居民
切实享受到改革发展的
成果，让发展回归民生的
本质。

现在，大方向指明
了，民生落脚点也细化
了，豪情万丈只待一一付
诸实践。

发展落脚还是在民生
本报记者 宋珊珊

本报3月30日讯(记者
李晓闻) 两会上，人大代表
栾少湖提出，青岛的门牌号
存在字小、不规范、号码不
连贯等问题，影响市民的生
活和城市发展，应当引起重
视。

30日，记者找到山东路
137号的门牌号，并沿路步
行向南，走了600米左右才
看到第二个门牌号，上面标
示“山东路117—11”。中间的
门牌号哪去了？记者调查得
知，岛城多处路段存在门牌
号缺失或挡号等问题，在胶
州路、中山路、台东、威海路
等一些商业网点较集中的

地方更为严重。
人大代表、德衡律师事

务所的栾少湖告诉记者，北
京的门牌号都挂在沿街醒
目位置，部分门牌号还有夜
间反光功能，便于夜间路人
识别。“青岛门牌号字体偏
小，特别是开车找的时候根
本看不清。另外还有号码缺
失、样式和安装位置不统一
等问题，找起来非常麻烦。”
栾少湖说，这不仅容易导致
投递无门、寻人无果，还有
可能延误急救救护、火灾险
情等紧急情况的处理，对市
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
不利影响。

对此，栾少湖认为，相
关管理部门每年应定期对
门牌进行清理和维护，保
持 门 牌 的 准 确 、清 楚 、完
整，及时清除地名、号码变
更后的旧标志。在进行城
市及道路规划和改造时，
应 当 预 先 考 虑 门 牌 的 因
素，确保改造后门牌号的
连续与稳定，解决因城市
改造、道路延长导致的门
牌混乱问题。为解决门牌
号难找的问题，门牌应与
路牌相互结合，通过路牌
提示门牌范围，具体来说
就是要在路牌上标注门牌
的范围和方向。

本报3月30日讯(记者
宋珊珊 ) 市内四区枯

枝落叶等园林绿化废弃物
每年能产生80万吨以上，
成为继城市生活垃圾之后
的第二大城市固体废弃
物。政协委员乔俊良建议，
将这部分垃圾重新利用制
成有机肥。

乔俊良告诉记者，城市
绿化美化进程中产生的枯
枝、落叶等废弃物，总量大、
种类多、不易收集、不便运
输，目前，青岛还没有统一
的处理指导规范，缺乏专门
的技术废物利用。在对园林
废弃物的利用上，北京、广
州都有了很好的做法。目

前，北京市已经建成5家园
林绿化废弃物处理厂，年处
理能力达50万吨，每年可生
产肥料约5万吨。

乔俊良建议，青岛应
借鉴北京、广州的做法，制
定绿化废弃物管理办法、
行业规范和应用标准，使
之成为一条资源利用的产
业链。“园林绿化废弃物资
源化再利用是一项公益性
的环保产业，离不开政府
的扶持。”乔俊良说，政府
可以引导资金投向这些新
兴领域，鼓励和扶持企业
发展，突破技术瓶颈，形成
产业化处理规模，推进绿
化循环经济的建设。

人大代表栾少湖：

青岛的门牌号该改进了
落叶年产80万吨
化作春泥更护花
政协委员建议合理处理变废为宝

人大代表刘学政

30日，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在府新大厦，武警官兵
将为“两会”召开临时设置的哨岗搬走。

本报记者 杨宁 摄影报道再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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