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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因家暴等受伤害不在援助范围内，省人大代表陈维芹建议：

政政府府法法律律援援助助，，门门槛槛应应再再低低点点

本报济南1月30日讯（记者
李钢）“弘扬传统文化，发展

文化产业，是国家和省里确定的
重要发展方向。”省政协委员、山
东鸿儒文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戴景明说，现在民营文化企业已
成全省文化产业中一支不可忽视
的重要力量，但民营文化企业发
展仍面临很多瓶颈。

在戴景明看来，政府给予民
营文化企业的支持力度不够。戴
景明说，和其他类型中小微企业
一样，中小微文化企业普遍面临
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因此，最
好能由政府主导成立文化金融服
务中心，解决文化企业融资难问
题。”

“此外，民营文化企业相比国
有文化企业还有政策上的差异。”
戴景明说，目前文化产权交易还
没有完全向民营资本开放。他建
议，我省可以试点文化产权交易
和艺术品交易对民营资本开放，
允许民营企业涉足文交所、艺术
品交易所、版权、知识产权交易所
领域。

据戴景明了解，全国许多地
方对民营公益性文化主体给予
相应补贴，比如江苏、上海等省
市对民营美术馆给予一定的建
设补助。他建议我省也加大对各
类新兴民办公益性文化主体的
鼓励和扶持力度，鼓励民营机构
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及文化产业平
台建设。

城里人想吃无公害蔬菜，总
是担心有问题，价钱也有点“小
贵”；菜农辛苦种了一地新鲜蔬
菜，却不见得找到好销路。这可该
咋办？省人大代表、临沂市河东区
区长赵晓晖最近就在琢磨这个事
儿，“现在年轻人这么喜欢上淘
宝，为什么不能试试在网上卖？”

“我们已经跟阿里巴巴接洽
过，他们有强大的线上平台，我们
有成熟的线下网点，完全可以搞
合作。”赵晓晖说，目前在农村搞
电子商务存在物流瓶颈，多数快
递公司只能送到镇上，不能直达
村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有待解
决。这正是河东区的优势所在，河
东区供销社在每一个村都有网
点，配送能力强大。不过，供销社
还是停留在传统的商业模式，把
农资送进村，把农产品收上去，需
要淘宝这样的线上平台，拓宽渠
道。“一个是线上，一个是线下，两
者互补合作，能很好地为农户解
决产品销路问题。”

发展现代农业绝不仅仅是一
个淘宝就能解决的问题，还需要
制定符于天时、合于地利的规划。
赵晓晖说，目前临沂城市人口已
达到200万，城区面积210平方公
里，城市规划以沂河为轴、组团发
展。河东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农高区）在城市延伸地带规划
设立12平方公里的都市农业体验
区，在这个体验区里，种粮种菜和
旅游观光两不耽误，等到临沂的
城市人口达到300万，都市农业体
验区将被城市包围，形成一个别
具特色的农业公园。

本报记者 宋立山

本报济南1月30日讯（记
者 许亚薇） “我省申请法
律援助的要求中指出，原则上
家庭经济收入不高于低保标
准，即每月380元。”省人大代
表、莒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陈
维芹表示，低保以上的人群不
能申请法律援助，这个门槛还
是有些高。

1月30日，陈维芹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法律援助是由
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为
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无
偿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
保障制度。现实生活中，有的
援助对象家庭经济困难，甚至
身患残疾，陈维芹认为降低法
律援助者准入标准，可以让更
多需要帮助的人得到相应的
法律援助。

除了法律援助准入门槛，
陈维芹还谈到了法律援助所包
含的范围。

“目前，综合国务院和山
东省的法律援助条例，山东省
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主要有
12项，包括工伤、交通、医疗、
人身伤害事故以及环境污染
侵权等等。”陈维芹说，像养老
保险问题，因家庭暴力、虐待
等原因受到损害的并不在法
律援助范围内。

陈维芹希望现有的《法律
援助条例》能够得到进一步完
善，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同
时降低可申请援助的门槛。比
如将法律援助的标准提高一
倍，让760元以下人群均可以
提出申请，让更多有需要的人
得到帮助。

“我强烈建议设立知识
产权法院，真正保护知识产
权，激励技术创新。”30日下
午，省政协委员、中国海洋大
学教授李春虎表示。

李春虎表示，“现在侵
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可
谓花样翻新，让我们这些习
惯在实验室工作的知识分
子防不胜防。一些违法人员
把国家投巨资与众多单位

联合研发的技术成果‘偷出
来 ’转 移 给 亲 属 设 立 的 公
司，再钻专利法的空子，在
既无科研人员又无实验设
备的情况下，随意修改几个
数据就去申请‘伪专利’，之
后再利用‘伪专利’做道具
开始诈骗。”

国家如果不能好好保护
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怎么
能够进行科技创新？李春虎

建议我省尽快设立“知识产
权法院”，通过法律制度和专
业机构来打击侵犯知识产权
的行为。李春虎还建议成立
知 识 产 权 审 判 的“ 专 家 智
库”。“很多知识产权涉及比
较高精尖的知识，一般人员
很难搞清楚，应该让专业科
研人员参与进来，提供专业
的知识。”

本报记者 杜洪雷

本报济南1月30日讯（记
者 喻雯） 连日来，在工商
联界别的小组讨论中，有关我
省中小企业及民营经济的发
展一直都是各位委员关注和
讨论的焦点。针对这些企业尤
其是小微企业融资难、发展困
难等困境，不少从业者纷纷建
言献策。

“我是山东省异地商会会
长之一，实地走访多家中小企
业，真正了解他们发展中的困
境。”省政协委员、山东省南郊
集团三兴置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范友金很有感触，现在企业
发展困境主要集中于融资困
难、税负重、创新能力不足等。

范友金特意找出了去年
山东省中小企业局召开发展
成就及2015年工作通报会上
的一组数字：2014年全省中小
企业新增 2 4 万户、总数达到
114万户，新增户数多于前三
年新增总数，中小企业呈“井
喷式”发展。

“金融问题是重中之重，
当前融资难、融资贵仍是中小
企业面临的突出困难。”范友
金建议，政府可以根据行业搭
建针对不同行业的融资平台
或专业的融资机构，由多家商
业银行做后台支撑，引进担保
机构作为指定的担保服务商。
企业要贷款时可直接向融资

平台提出申请，然后由平台上
的专业人员协同担保机构对
需贷款企业的资信、规模、偿
还能力等进行评估，确定放贷
银行、放贷额度和放贷时间，
这样既能提高工作效率，又能
有效降低贷款风险。

“能不能参照韩国制定中
小企业特许经营种类的相关
政策？”范友金说，为保护中小
企业发展，我省可以规定中小
企业可以经营的特许种类，并
对这些种类进行保护，大企业
不允许经营，或者限制他们对
中小企业经营的种类进行投
资。

省政协委员、山东世纪金

榜集团董事长张泉也深有感
触。“去年山东的40多家印刷
厂已经有六七家倒闭，很大的
原因就是资金困难，融资没到
位，资金链断了。”

张泉建议全面清理以往
对于民间资本的不合理规定，
对于明令民营资本禁入的领
域进行梳理，并作以说明。“不
在该领域的，一律向民营放
开，对不合法的、不合规的规
定应该全面废除。”张泉说，在
此基础上，建立公平、开放、透
明的市场规则，清除各种壁
垒，对民营企业与其他所有制
企业一视同仁，实行同等待
遇。

本报济南1月30日讯（记
者 李钢） 每到农忙时节，
玉米剥皮机频“咬”农民手。此
前，本报曾多次报道这样的事
故，报道还引起了省政协委员
们的关注。在本次两会上，多
名省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建议
相关部门加强对玉米剥皮机
等农机监管，严查“三无”玉米
剥皮机。

“仅一周就收治百名被玉
米剥皮机‘咬’伤的患者。”2014
年秋收之季，本报连续报道了
玉米剥皮机频“咬”伤农民手的
现象。作为骨科医生，省政协委
员、菏泽博爱医院院长钟国栋

当时就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为能提请相关部门注意，

几位委员多方调研发现，近年
来，玉米剥皮机被广泛使用。这
种农机虽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
效率，但在带来便利性、提高劳
动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小
安全隐患。

“被‘咬’伤的人，轻者皮肉
损伤，重者手指被绞断，对于贫
困家庭来说，这种伤害不亚于
一场车祸。”钟国栋说，他们调
查发现，玉米剥皮机结构简单、
价格便宜，但就是因为容易制
作，一些小作坊生产的“三无”
产品也流入市场。

为杜绝此类事故发生，他
们建议，成立由农业部门牵头、
其他具有农机市场流通环节
监管职能的部门配合、县
乡农机部门为主体
的监管组织体系，严
查严惩“三无”产品。
农机部门定期深入村
庄指导农户增强安全
意识，严格遵循相关规
章制度，在安全的条件
下从事相关工作。

省政协委员戴景明：

把文化产权交易

向民营资本放开

省人大代表赵晓晖：

打造农业体验区

“城市包围农村”

本报报道引来政协委员联名提案

““三三无无””玉玉米米剥剥皮皮机机应应严严查查

政协委员问诊中小企业融资难、税负重

按按行行业业建建融融资资平平台台，，降降低低风风险险

省政协委员李春虎：

审判知识产权侵权，可借助专家智库

30日下午，在政协分组讨论两院报告现场，省法院和省检察院工作人员到会听取意见建议。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相关新闻

本报之前曾连续
报道玉米剥皮机频“咬”
农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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