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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让委委员员““好好声声音音””掷掷地地有有声声
去年立案的502件提案全部办理完毕
本报记者 贾凌煜 晋森

3日上午，济宁市政
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开
幕。会上，市政协副主席
曹景群作了有关提案工
作报告。济宁市政协十
二届三次会议以来，市
政协共收到提案516件，
经审查立案502件，分别
由90个承办单位办理。
截至2014年11月30日，
立案提案已全部办理完
毕。其中提倡绿色文明
出行、加快济宁信息产
业集群发展、加快农村
养老事业发展等，均被
采纳且实施。

委员提案办理满意率98 . 6%

“立案的提案中，委员个
人提案331件，5人以上联名提
案105件，所提建议已经解决
或列入计划逐步解决的4 3 7

件，占立案总数的87%，提案
者对提案办理的满意和基本
满意率达98 . 6%。”作提案工作
报告时，曹景群说。

今年，政协常委、民革济
宁总支委员会主委徐莉又拿
来了30余份提案。去年她和马
爱英、姚光明等8位委员提出

的有关市民“绿色出行”、安全
出行方面的建议，得到了市住
建委、交通局、规划局的重视，
积极推进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截至目前，城市公共自行车系
统已投入运营，新建10座过街
天桥已投入使用，新增设的城
区至金乡、鱼台、汶上的城际
公交线路已经开通。

“很欣慰，我们的提案已
全部办复，今年我个人又提交
了8份提案。”徐莉告诉记者，

在大街上看到市民骑着公共
自行车来回穿梭，能够文明出
行的市民也越来越多，作为一
名政协委员的责任感和自豪
感油然而生。一份份提案被办
复，徐莉的信心也越来越强，
今年她又带来了关于开发济
宁旅游资源等几个方面的建
议。“济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却留不住游客的脚步，这是最
大的问题，也应该是有关部门
急需思考的。”

同时，王中钦、杨冬林等
委员提出的“关于保障冬季供
暖质量”、“加强保障性住房建
设管理”的建议，也已得到有
效落实。冬季居民采暖温度由
往年的16℃提高到18℃；新开
工建设保障性住房4829套、棚
户区改造项目住房36200套，
并制定实施了“四级管理、三
榜公示、抓阄定房”的住房分
配制度，群众在这方面的满意
度大幅提升。

政协开幕首日收到210余份提案

对去年的提案进行总结
同时，新一年的提案也已陆
续提交上来。截至到3日下午
6点，大会提案组共收到2 1 0

余份提案，其中大部分是关
于教育、文化、城建等方面的
问题。

《关于“老年乐”隐患多
的建议》、《关于教育均衡发展
的建议》、《关于加强残疾人就
业的建议》、《关于加快福利企
业发展的建议》……3日下午2

点，大会提案组工作人员在办
公室整理着政协委员们提交
的提案，经过校对和编号后，
再把这些信息一一录入电脑
系统。“大会开幕一周前就有
委员陆续提交了提案，多的一
个人就提交了十几份。”大会
提案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提
交提案较多的是民盟和民建
党派的委员们，分别有30份和
70多份提案。

“今年的提案质量比往年

都要高，每一份都与民生紧密
相关。”在提案全委会议上，曹
景群介绍了截至3日上午委员
们提交提案的整体情况。为
此，往年的承办大户例如公
安、人社、民政、交通等部门工
作人员也早早来到提案组，及
时整理、收集各份提案。

政协委员张晓民正计划
着写份关于在城区增加文化
类雕塑的提案，“我们国家现
在十分重视传承传统文化，可

济宁城区实在缺乏这些固态
的形象，我跟几位委员商量
后，觉得这个提案有可行性。”
张晓民说。

而政协委员刘惠心中也
有了三份提案的雏形，分别是
关于减免学前教育阶段残疾
儿童学费和帮助残疾人就业
等方面的建议，本身就从事残
疾儿童教育工作，刘惠提出的
提案更有针对性，希望能为残
疾人贡献一份力量。

申请大病救助

能否再便捷些

委员声音

身患重大疾病求助于媒体和社会的消
息时常见诸报端，作为一名政协委员，身处
医疗第一线的张璇对此深有感触，她希望
济宁继续加强大病救助保障水平。

张璇是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的医生，多年的临床经验，让她目睹不少贫
困患者因治病而债台高筑，尔后又因为经济
问题放弃了治愈的机会，非常可惜。“在神经
内科，通过血管照影发现的早期脑动脉瘤患
者越来越多，它就像是隐藏在脑部的‘定时
炸弹’，一旦破裂十分危险。要解除这一危
险，就需要花费四五十万元装脑部支架。”张
璇说，类似的例子并不少见，在农村，青壮年
干着活突然猝死，患者本身并没有高血压，
很多都是因为动脉瘤。如果这类可治愈的疾
病纳入大病救助目录，将会减少很多悲剧。

目前，大病救助病种扩展到20种，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及限额也在逐年
增加。但对于贫困家庭来说，仍然无法帮助
他们摆脱困境。张璇希望，进一步完善、细化
大病救助的机制。一方面，大病救助不限最
高报销额度，而限定患者最高支付额度，比
如说贫困家庭每年因大病支付的金额最高
限定在5-10万元之内，具体金额由专家论证
后决定，高于这个数就免费治疗。

另一方面，加强政府的牵头主导作用，设
立专门救助机构，鼓励多渠道筹集资金。如社
会捐助、所在单位捐助，或是规定、鼓励单位
设立职工大病救助保险资金，又或者从每年
结余的新农合及医保资金中抽出一部分投入
商业或人寿保险，作为大病救助的保障资金。

此外，重大疾病的救助需要更加便捷，张
璇认为，可以建立大病救助评估委员会，在接
到申请的3-7个工作日完成评估并进入实际救
助程序。同时，每年公布大病救助的人员情
况，鼓励社会监督，一旦发现问题严厉处置。

本报记者 李倩

3日上午，政协委员们陆续
走进会场。 本报记者 张
晓科 摄

张璇近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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