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停停车车难难””成成两两会会提提案案热热点点
政协委员建议：加大住宅小区停车场配建力度，规划建设公共停车场

本报聊城2月25日讯(记者
谢晓丽 杨淑君) 随着机动车
辆的增多，交通问题是群众关心
的大问题，也是历年两会代表委
员们热议的话题。25日政协委员
报到当天，提交了多份关于停车
难的提案。记者了解到，今年聊
城城区将再建8处停车场，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停车难的问题。

政协委员介绍，由于停车场
的建设大大滞后于小汽车的增
长速度，导致停车设施严重短
缺，城市停车难问题已成为当前
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不仅给驾
驶员带来不便，也带来了违章停
车影响道路交通的后续问题。他
建议，加大住宅小区的停车场配
建力度，规划建设公共停车场。

很多市民也遇到过同样的
问题，担心到医院、市中心等区
域。“去了根本找不到停车位，我
去金鼎购物或者到市医院看病，

一般都打车过去，有时候停车的
时间就把东西买完了。”市民刘
先生告诉记者。

据了解，聊城相关部门也一
直在解决停车难的问题。自去年
以来，聊城市政部门在城区风景
区、医院、核心商业区等周边新
建、改建5处停车场。具体为：聊
堂路停车场，有200个车位；滨河
大道停车场，约有25个车位；王
口桥停车场，有68个车位；人民
广场停车场，有120个车位。目
前，以上4处停车场均已投入使
用。还有1处停车场，即五星地下
广场停车场，目前正准备翻建改
造。改造后，该停车场可停车130
辆。

今年聊城市还将新建、改建
8处停车场。其中，在徒骇河沿岸
新建6处，具体选址、车位数量正
在设计中；在闸口南、北步行街
广场新建1处，车位合计约400
个；山陕会馆停车场实施翻建改
造，改造后停车位将达到100个。

据了解，今年将建的8处停
车场均为高标准建设，将以目前
投入使用的王口桥停车场为样
本进行建设。

两两会会食食品品
按按要要求求做做好好留留样样

政政协协提提案案建建议议推推进进农农村村土土地地流流转转
全市土地流转已达151 . 76万亩，规模经营土地占到其中四成多

根据聊城市农委公布的最新数字，目前全市农户家庭承包土地流转面积已达到151 . 76万亩，占农户承包
土地总面积的20 . 84%。且土地流转结构已发生变化，全市形成50亩以上规模经营主体4076个，规模经营土地
面积达到67 . 23万亩，占流转总面积的44 . 9%。

看到这个喜人的变化，政协委员王学臣、刘东安等人倍感欣慰。围绕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相继
有包括王学臣、刘东安在内的多名政协委员就这一工作的推进进行调研，并在提案中从不同方面和角度给出
了相关建议。

分散科技含量低

集中土地规模经营

在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召
开之前，政协委员王学臣、刘东
安等人围绕全市土地种植情况
做了一个专题调研，结果发现近
年来聊城市粮食生产连续“十一
丰”，蔬菜总产量位居全省第一，
农业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
势。但是，目前全市农村土地经
营模式仍然是分散的农户，虽然
建立了一批粮食、蔬菜生产基
地，但都是基地+农户模式。该模
式科技含量偏低，机械化水平不
高，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差，可
持续发展的后劲不足。

为此他们在提案中建议，全
市农业若想持续高效地发展必
须加快土地流转的进程，要把土
地集中起来实现规模经营，依靠

现代科技走现代高效特色农业
发展之路。并针对加快推进全市
农村土地流转发展现代高效特
色农业建议，相关部门必须尽快
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农民
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农业专
业大户、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
把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建立现
代农业园区。土地集中后要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统一种植，统一
管理。土地流转的方式可以承
包、租赁、入股等。

政协委员张颖等人还发现，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部分农
民不愿把土地流转出去、流转不
规范、视野不开拓、扶持政策不
完善等问题，土地流转对象仅限
于本地，和外地大型知名农业、
林业、食品集团公司联系不够，
知名企业加盟的土地流转市场
少。引导非涉农企业参与土地流
转方法措施不力，方法不活，参
与率低。为此他们建议，引导各

类经济组织参与土地流转，加强
与知名大型农业、林业、食品、农
产品加工企业联系，结合本地农
业产业优势和特色，吸引企业加
盟土地流转市场。

土地流转成重点工作

目前正快速发展

针对政协委员们的建议，市
农委表示这项工作已经成为全
市的农业农村的重点工作。特别
是2013年，市政府把加快推进土
地流转列为全市农业农村六项
重点工作之一和农业龙头带动
战略的重要内容，全市土地流转
快速发展。

据介绍，农村土地流转规模
的不断扩大，不仅优化了农业资
源配置、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
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增
收，同时对存进农村劳动力的

转移、加快城镇化进程也起到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此聊城
全力推进这项工作。

目前土地流转主要呈现出
流转规模化比重明显上升等特
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
全市农户家庭承包土地流转面
积比上年增加50 . 4万亩，增长
6 .9%，且土地流转结构已发生
变化，原来自发流转者达80%，
现在自发流转土地的降至50%
左右，其余都是有规划地流转
给新型经营主体。全市形成50亩
以上规模经营主体4076个，规模
经营土地面积达到67 .23万亩，
占流转总面积的44 .9%。

未来将进一步稳定完善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稳定完
善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
变，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
证工作。在开展试点的基础上，
进 一 步 加 大 工 作 力 度 ，力 争
2015年基本完成确权登记颁证

任务，依法保护农民的土地承
包经营权用益物权，为加快土
地流转奠定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积极培育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重视农业开发
区园区建设，加大农业对外招
商力度，吸引工商资本参与农
业生产经营。大力培育专业种
养大户和现代职业农民，鼓励
支持发展家庭农场，发展壮大
农民专业合作社，推进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规模化生产、产业
化经营。创新土地流转模式，
引导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村在
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将农
民承包地集中起来，组建农村
土 地 股 份 合 作 社 ，实 行 规 模
化、集约化经营。鼓励农户以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方式，
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引进有
实力的龙头企业到农村建立原
料生产基地、到城镇郊区兴办特
色农业。

2月25日，政协委员报到后提交提案。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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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2月25日讯(记者 王传胜
通讯员 朱兰冲) 为做好2015年聊城

市“两会”食品安全监督保障工作，确保
“两会”顺利进行，聊城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制定了食品安全监督保障工作方
案，督促接待单位配足食品留样器具、设
施及食具消毒用品，按要求做好留样。

根据方案要求，食品安全监督保障小
组成员提前对接待单位供应的食品及食
品生产经营场所进行全面的监督、指导，督
促接待单位在“两会”前对厨房及其卫生设
施进行全面清洁，对全体参与接待的从业
人员进行一次食品安全知识培训。

会议期间，对食品、食具进行采样检
测，掌握食品、食具卫生状况；对接待用
酒、饮料、糕点、食品原料等的进货渠道、

供货者的食品流通许可证及食品检验合
格证进行检查，必要时进行抽样送检；督
促接待单位配足食品留样器具、设施及
食具消毒用品，按要求做好留样(100g,48

小时)；做好“两会”期间供餐食谱的审查
工作，不得供应禁止生产经营和易引起
食物中毒的食品。

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发
现的有关食品安全问题，及时通报各部
门，尽快消除食品安全隐患。督促接待单
位做好重大活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成立应急处置机构，
实时进行应急演练。一旦发生食品安全
突发事件，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做好应对处置工
作，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处置。

本报记者 张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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