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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代表的声音值得珍视

1月27日下午，代表们在山东
会堂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和两院工
作报告。在十分钟休会间隙，省人
大代表、烟台大学教授王全杰对
我说起一段小插曲：“参加小组审
议时，一位代表发言说，政府工作
报告有高度、有深度……我一下
子把他打断了。”王全杰对这位代
表说，“下面就该说‘有广度’了，无

非就那些词嘛！”
虽然仍有像王全杰代表说的

这种情况，但是这几天，我和一些
基层代表一起讨论时，明显能够感
受到，来自基层的声音多了，更具
体了。

此次参会的基层代表占了很
大比例，他们受群众的委托来参
会，最接地气。

来自济南章丘医院的人大代
表韩凯在开会时，随身带着一组今
年以来医院接诊量和药品价格的
变化数据。他说，之所以带着这些
数据到会上，就是想通过这些具体

数据，展示现有的医保政策对患者
的影响。“虽然是干巴巴的数字，但
是最真实的。”韩凯代表说，咱就是
来说真话的嘛！

人大代表谢雪对此也深有感
触。

谢雪是济南历下区窑头村的
村委会书记。他对周边的一些村调
研发现，在政府征地补偿后，不少
村民因为缺乏必要的引导和管理，
成了“吃光族”。一大笔征地补偿款
拿到手后，村民不知道怎么用，老
人晒太阳，年轻人打麻将、瞎逛，不
会开车就买辆车雇人开，结果三两

年就把钱花光了，根本不考虑之后
的生活。这种情况在好多城郊接合
部长期存在，问题积攒越来越多，
社会不稳定因素也越攒越大。“我
们必须在会上把这些事提出来，要
让政府研究应对办法，让国家出台
相应的措施。”谢雪说，问题再敏感
也得提。

话说回来，省两会之所以组织
代表委员审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让代表提建议，就是让大家来讲真
话的。各领域的社会问题，一线的
基层代表或许更了解情况，因此他
们的声音值得珍视。

本报济南1月27日讯 (记
者 杨凡 实习生 王爱玲)

“现在的医学院学生一毕业
就想进大医院，基层医院长期
缺人。”省政协委员、山东协和
学院董事长盛振文呼吁，政府
应引导医学毕业生先下基层
锻炼，再考虑进大医院。

他用一组数据说明目前
基层医疗机构缺人才的现状：
2010年我省1722个基层卫生
院共有执业(助理)医师39614

人，平均每个卫生院只有 23

人。有些市，乡镇卫生技术人
员中高级职称和本科学历不
到10%，无职称和高中及以下
学历在20%以上。

为此，盛振文提交提案，
他建议由县级以上政府出面，
组织动员临床医学毕业生，在
获得助理医师资格证后，首先
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锻
炼，锻炼期满且考核合格的，
可以在事业编制考核中给予
加分。

“这样既能缓解基层医院
的人才缺乏问题，又能提高医
学毕业生的业务能力，解决就
业难。”盛振文说。

现在我们的城镇化率统计中，
有一部分是把进城务工达到一定
时限，但并没有城市户籍的农民工
统计进去的。这是中国城镇化的一
大软肋。

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应该是
农民变市民的过程，而不是利用农
民的廉价劳动，降低城市建设成本

的过程。山东的城镇化，面临的是
整个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共性的问
题，那就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
镇化，也就是说，城镇化在现行土
地制度下低成本扩张的同时，并没
有吸纳足够的农民进城。原因有很
多，比如产业支撑能力不够，服务
业不发达等，既创造不出那么多的
就业岗位，也无力为进城农民提供
同等的公共服务。所以一些进城务
工的农民，还只能在城乡之间双
栖，还只能把城市当成“找活儿干”
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永远没有家

的感觉。
如何让农民真正融入城市，这

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面临的大问
题，这个坎过去了，将是中国城镇
化的一次飞跃。希望代表委员们能
贡献出顶层设计式的智慧，驱动城
镇化过程中政策导向的调整，比如
城市建设的理念，在考虑城镇现有
居民的需求和偏好的同时，更应该
多考虑如何为农民融入城市创造
条件，尤其是在教育、医疗、保障性
住房等最为急迫的方面，应该充分
考虑农民工的需求，让城镇化的立

意更为长远；也希望代表委员们多
关注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庞大农民
工群体，多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诉
求，为他们早日成为市民而努力。

城镇化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其
实就是农民能不能真正变为市民
的问题，而变市民的关键，是能否
获得和原有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
服务。我们努力的方向，应该是让
下一代的农民工将来不再回农村
靠土地养老，因为那将意味着城镇
化的周期又被拉长，这对中国社会
的进步将是一个制约。

省政协委员建议：

引导医学毕业生

先下基层锻炼

“找活儿干”的地方没有家的感觉
本报评论员 金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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