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昨天闭
幕，会议审议通过了省政协2014年
年度协商计划。作为今年政协工作
的一大亮点，年度协商计划的出炉，
受到了委员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

政协集中了社会各界的优秀代
表，是推进协商民主的重要平台。政
协通过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围绕省

里的大政方针建言献策，可以充分
调动委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
议政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凝聚改
革共识和智慧。年度计划中确定的
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等形
式，也可以让委员在履职时更有针
对性地发挥所长，从而保证协商的
质量与成果。

省政协主席刘伟在政协工作报
告中说：我们要努力当好“智囊团”、

“监督员”、“宣传员”、“生力军”。如
果将这句话看做是对政协委员的定
位，那么年度协商计划的出台，则让
委员在履职时有了抓手和方向。

今年是我省深化改革的关键之
年，以省政协在今年的年度计划中

确定的四项专题协商为例，无论是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农业现
代化，还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历史文化保护，
均是省委、省政府今年的重点工作，
而且可以说是改革进程中难啃的

“硬骨头”。政协发挥自身所长，将这
些项目分解到相应的委员会，集中
该领域的专家、学者等智力资源，为
省委、省政府的决策建言出力，很好
地履行了“智囊团”的职责。而四项
专题协商均由政协主席或主席委托
的副主席召集并主持，也可见省政
协对这一工作的重视。

比起常规的提交调研报告、提
案等履职形式，年度计划确定的协

商内容形式上更丰富，类似专题协
商这样的协商形式，需要相关部门
负责人当面听取政协委员的意见与
建议，这实际上为政协委员与党委、
政府有关负责人面对面交流意见创
造了条件，一起找准改革中的热点、
难点。这种与相关负责同志面对面
的参政议政，也能提高政治协商与
民主监督的实效。

制定年度协商计划让协商民主
制度化、常态化，这实际上对政协委
员履职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参政
议政的效果离不开充分而科学的社
会调研，这需要政协委员多走出去，
接接地气，听听基层的声音，了解老
百姓的所思所想所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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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吉祥

用“协商计划”啃改革“硬骨头”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省两会期间，“雾霾”成了代
表、委员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话
题。20日上午，省环保厅副巡视员董
秀娟前来本报接听热线，记者梳理
发现，来电反映的问题七成与大气
污染有关。

大气环境与每个人的生命健
康息息相关，前段时间的雾霾天气
更是让人忧心忡忡。通过接听热线
这种方式，公众的意见传达到相关
的职能部门，对环境监管者来说，
既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动力。

在活动过程中，来电一个接着
一个，反映了我省公众对环境问题
的高度关心。环境保护就是要从群
众关心的重点问题做起，最终目的
也是为了满足老百姓对蓝天碧水

的需求。在公众的反映中，哪些做
得好，哪些还需重点关注，全方位
地展现出来，为环保部门今后开展
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同时，公众的热情对环保部门
来说也是支持的力量。此前，效果
良好的“污水直排口随手拍”活动，
就是建立在公众的积极参与之上。
治理大气污染这样的综合性工程，
需要相关职能部门与社会公众形
成合力。只有建立倾听民声的常态
化机制，并通过实实在在的工作效
果鼓励人们的参与热情，才能为环
境保护提供更持久的动力。

近日公布的省政府工作报告
明确提出要“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
建设”、“狠抓大气污染防治”，要完
成好如此艰巨的任务，更要调动公
众热情，找准前进的动力。

葛“点”评 农民看到好处，土地流转才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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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电”中寻找环保的动力

□孟敏

“三农”问题的解决与普通农
民的利益息息相关，深化农村改革
也是我省的一项重点工作。在近日
召开的省两会上，放活土地经营
权、加快土地流转等问题，引起了
代表、委员的热议。

按照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
要求，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要赋予
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
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让
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
享现代化成果。这些内容对我省深
化农村改革具有指导意义。

就记者调查来看，我省土地流
转的方式有很多种，既有把经营权
出租给企业的，也有交给合作社托
管的。无论是哪种方式，最关键的

还是要保障农民的收益。只有让老
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土地
流转才能持续稳定地开展下去。

当下，我省农村进城务工的人
数占比达到了58 . 4%，留守农村的
劳动力普遍年龄较大。今后农村土
地怎么种、找谁种，都成了摆在面
前的棘手问题。加快土地流转就是
要解决这些问题，吸引现代化的力
量参与农业生产，同时让土地经营
权换来的收益更好地回馈农民。

在农村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尤
其要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权，这就
要求职能部门为农民提供好土地
确权、职业培训等公共服务，帮助
农民解除后顾之忧。负担减轻了，
收益增加了，这样的土地流转自然
会吸引更多的农民参与其中。(作
者为本报经济新闻中心记者)

葛记者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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