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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有质量的建议有回音是共同诉求
□本报评论员 马辉

转型，求变，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
的关键词。往哪改？怎么变？政府需要广
开言路，需要从“两会”代表委员的争鸣
中听到更多有质量的建议，摸准未来发
展与创新的脉络。那么，代表委员的建议
有没有质量，将与此关系重大。

8日上午，在人大和政协会议的议
案组和提案组里，工作人员正在忙着
整理今年的议案和提案。一摞摞签有

代表委员名字的材料中，一个个或大
或小的问题，一条条或长或短的建议，
都饱含着他们的真知灼见，更承载着
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通过听取代表
委员们的建言献策，能够让我们共同
生活的家园更加美好，能够让驶向小
康社会的时间再短些，这也同样是党
委政府所希望的。

可以说，让有质量的建议有回音，
是党委政府、代表委员及民众的共同
诉求。在人大议案组，诸多议案让人感

觉眼前一亮：建议优质旅游资源抱团
发展、建议加大中水的利用力度、建议
加大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力度……这些
议案中，涉及城建、民生、交通设施建
设、农村环境整治等多个领域，有调
查、有数据、有分析、有建议、体现了代
表的担当，传递了百姓的声音。

在政协2012年的重要文稿选编
中，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的提案
多达近百个，涉及食品安全、中小学生
就餐、大气污染、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等

多个领域。其中，对《关于解决困难企
业医保问题的建议》，济宁市委书记马
平昌就在批示中提到，“困难群众就医
应引起高度重视，要建立制度，让他们
能看病、看得起病，努力避免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

从这些得到回音的提案中不难看
出，关乎社会经济发展及民生福祉的
建议，有含金量的建议，就不会被党委
政府所忽视。因为，社会的进步，离不
开这些真正有价值、有分量的声音。

本报济宁1月8日讯(记者 贾凌煜) 8日，
政协第十二届济宁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胜利
闭幕，截至8日下午6点，大会提案组共收到505
份提案，内容涵盖经济结构调整、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科教文卫等方面。

8日上午，在大会提案组办公室，桌子上堆
放着厚厚一摞提案材料，提案组工作人员正一
份份检查这些提案是否有错别字以及语句不
通顺情况，并用铅笔仔细地标注。“截至7日下
午5点，提案组收到了436份提案，大部分是关
于传统经济转型、招商引资，市民普遍关心的
教育、社会保险等方面，还有很多委员提出城
市道路交通拥堵问题。”大会提案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记者看到，《关于尽快新扩建城区中小学
校舍，解决大班额问题的建议》、《关于加快推
进水生态文明的建议》、《关于解决市区道路交
通拥堵现状的对策和建议》等，还有许多关于
加强信号灯管理、行人通过斑马线、少女身心
健康等方面问题的建议，都是委员们从细节入
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今天，又有委员提交了提案，截至到8日
下午6点，共收到505份提案。”工作人员称，收
到这些提案后，大会提案组进行初审，然后对
一部分提案立案，最后交给各承办单位具体办
理。

本报济宁1月8日讯(记者 马辉) 8日，记
者从济宁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秘书处议案
组了解到，截止到当天上午，议案组共收到人
大代表的议案共93件。

此次会议，代表们围绕济宁经济社会发
展、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建言
献策。做大工业总量、县域经济发展、优质旅游
资源整合、交通设施完善、城镇及农村医疗保
险、教育、环境整治等是代表们关注的热点。

记者在已经整理好的议案中看到，《关于
打击非法融资高利贷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议
案》、《关于拓宽改造汶金线助推济宁西北部经
济社会发展的议案》等，均饱含着代表们的真
知灼见。据议案组负责人介绍，从提交的93件
议案内容看，代表们在参政过程中表现得更加
成熟了，提交的议案质量普遍提升，关注的范
围也更广了。

市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将把代表提出的
所有建议、意见交有关单位和组织研究办理、
并答复代表。

政协常委、民盟市委秘书
长刘小颖告诉记者，今年市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设“天
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济宁，
要实现这个愿望，需要下大力
气治理各种污染。水污染和大
气污染老百姓能亲身感受到，
引起党委政府的特别重视，而
且已经治理多年，经过南水北
调治污工程的建设，济宁的水
质已经达到所要求的标准，但
是土地污染治理方面相关措

施尚有欠缺。
谈及现在的污染，刘小颖

挺揪心，土地污染源大多是化
肥、农药等各种化工原料，另
一方面，农业用的地膜对土地
污染也很严重。现在济宁有
800万亩耕地面积，很多农业
生产需要用到地膜覆盖，但是
用过的地膜大都直接烂在了
地里，对土地的污染非常严
重。

“煤炭开采过程中产生的

煤矸石含有大量的砷，如果
进入了农田，生产出的粮食
也会含有砷，这种元素进入
人体后，不能通过新陈代谢
排除。”为了人们的生命健
康，她们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一方面在耕种中要适量使用
化肥农药。另一方面，政府应
引 导 农 民 使 用 可 降 解 的 地
膜。同时，加强对煤矸石的治
理和应用。

本报记者 贾凌煜

“发展县域工业经济，需
要大项目来支撑和推动。”济
宁市人大代表、梁山县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主任李朋说，“现
在济宁市与苏北地区相比，制
约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是工
业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跟不
上发展步伐。”李朋说，没有基
础设施，就没有大项目。只有
把这方面做好了，大项目才能
引进来。

“我们认为，在当前形

式下，做大工业经济的载体
应该在园区，特别是县域经
济，包括市级层面的。工业
园区，是大项目的聚集地和
成才地。”李朋说，如果工业
园区全部建好，项目直接搬
过去就能生产，这样更容易
受到大项目的欢迎，落地的
可能性也就更大。而如果配
套设施跟不上，大项目肯定
不来。

“结合市里和县里实际，

我们代表团提出加快大项目
建设，加快形成市里和各县市
区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同
时加快产业园区建设。”李朋
认为，工业园区时间长了，承
载能力和功能齐全后，不仅具
有发展经济功能，在生活、居
住等方面也能快速发展，很快
就是一个新城。而从长远看，
对于提高城镇化率也具有推
进作用。

本报记者 贾凌煜

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提
案工作报告中提到，济宁市委
市政府对政协委员一份《建设
济宁市杂技艺术中心刻不容
缓》的提案做出批示，济宁市即
将开工建设一个新杂技馆。而
作为这份提案的第一提案人，
市政协常委、市群众艺术馆副
馆长王梦旸难掩内心的激动，

“没想到这么快就批复了，我真
替这些练杂技的孩子们高兴。”

“2011年冬天，在一次偶
然经过时，看到杂技团的孩子
们穿着单薄的衣服，在红星路
原师专院内一个简陋棚子里
练功，让我心里很难受。”王梦
旸告诉记者，2009年4月，共青
团路整体升级改造，杂技团被
拆迁，孩子们失去了最基本的
训练场地。同时，孩子们住的
宿舍也是常年见不到阳光，让
她萌发了写一份提案，建议新

建济宁市杂技艺术中心。
“杂技是济宁一张靓丽的

名片，获得过众多国内外奖
项，并应邀参加了2008年北京
残奥会闭幕式。作为一名市政
协常委、一名文艺工作者，我
有责任、有义务为济宁杂技事
业的发展尽点力。”看到自己
的提案变成了现实，王梦旸高
兴不已。

本报记者 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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