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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月26日讯（记者 李
钢） 26日下午，省政协提案委员会召
开全体会议，审议《关于省政协十一届
四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草
案）》。据悉，截至1月24日18时，大会共
收到提案849件，经审查，立案774件。

截至1月24日18时，大会共收到提
案849件，其中委员提案774件，各民主
党派省委、省工商联提案72件，界别提
案1件，小组提案1件，专委会提案1件。
经审查，立案774件。立案提案中，经济
建设方面提案261件，政治建设方面提
案54件，文化建设方面提案71件，社会
建设方面提案311件，生态文明建设方
面提案77件。

本次会议立案提案主要有以下特
点：一是紧扣中心谋发展，委员们坚持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围绕我省“十三五”开好局起好步
的若干重大问题建言献策。二是反映
民意惠民生，涉及就业、教育、医疗、保
障、养老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
提案306件，占立案提案的39 . 5%。三是
提案质量有提升，委员们坚持问题导
向，精心选题，深入调研，所提提案有
情况有分析，针对性和操作性较强，立
案率达到91%。四是集体提案分量重，
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以及有关
界别、小组、专委会，发挥整体优势，所
提提案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前瞻性和
专业性。

本次会议加大审查力度，委托第
三方机构对全部收到提案进行查重检
索对比。本次会议期间审查立案的提
案，将在会后交付有关承办单位办理。
对大会提案截止统计时间之后收到的
提案，提案委员会也将及时审查交办。

省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立案提案774件

近近四四成成立立案案提提案案涉涉民民生生

政协委员进行大会发言

建建言言民民生生难难题题

济南旅游路一建筑工地上，洒水喷雾车正在给渣土喷水降尘。（资料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本报记者 李钢

26日上午，省政协十一届四次
会议大会发言。规定发言时间里，16
位委员都就破解当下民生等难题，
直接亮明自己的观点、建议。

委员发言覆盖了绿色金融、智
能制造、信息产业、养老服务业、家
政服务业以及乡村医生培训、食品
安全监管等一系列与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相关，同时又事关民生保障的
重要问题。记者梳理并摘录了五位
委员的发言。

省政协委员、山东协和学院

董事长、院长盛振文：

组织医学院校

培训乡医

“我省现有村卫生室执业
乡村医生14万多人，其中具有
大 专 及 以 上 学 历 的 仅 占
13 . 61%，受过系统正规专业教
育的偏少，其业务能力和服务
水平越来越不能适应农村群众
对卫生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
发言一开始，盛振文就直接摆
出问题，亮明观点。

盛振文表示，省政府去
年已下发文件，提出了规范
开展乡村医生岗位培训的任
务，要求每人每年培训不少
于两次，累计培训时间不少
于两周。

“根据这一规定，全省每
年需要培训乡村医生28万多
人次、28万多周，但目前实际

承担培训任务的，主要是市
县培训机构和乡镇卫生机
构，力量有限。”盛振文算了
一笔账，“我省设医学专业的
高校有15所，如果组织起这
些院校共同承担培训任务，
既可弥补培训资源不足、缓
解培训压力，又能建设一支
过硬的农村医疗卫生队伍。”

盛振文建议，省卫计委
制定关于组织医学高校承担
乡村医生培训工作的办法。
在培训方式上以集中面授培
训为主，按照每所医学高校
每年承担18期培训，每期两
周、400人计算，15所高校一
年可培训10 . 8万人、21 . 6万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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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沂南县一个贫困
村的情况，我做了调研反映
给相关部门。政府工作报告
中也提到，要精准扶贫。”26

日，在省政协全会旁听群众
代表座谈会上，济南海关原
纪检监察特派员辛安拿着
一份贴着13张照片的报告

说。今年是辛安第四次作为
群众代表旁听省政协全会。
他说，“来了几次不重要，要
敢提建议。”

今年，群众代表旁听
了23日的省政协开幕会议
和 2 6日的大会发言。两次
旁听让群众代表直呼“不

过瘾”，会下，群众代表也
没闲着。“关于食品安全
的提议，我前两天陪着两
名委员去调研，学习如何
提出更好的建议。”山东
东 都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员 工
孙爱伟说。

本报记者 周国芳

省政协委员、民革省委副主委、省卫计委副主任宋新强：

堵住网络平台上的“三无”食品

“传统的监管手段已无
法适应‘互联网+’模式下食
品交易电子化、虚拟化的新
形势，造成网络食品交易活
动经营资质和过程监管严
重缺失，大量‘三无’、假冒
伪劣食品在淘宝、微信等网
络平台售卖。”代表民革山
东省委员会发言的宋新强
不回避新形势下食品监管
存在的问题。

在强调问题的同时，宋
新强也表示，‘互联网+’时
代虽然增加了食品监管难

度，但也为实现精细化、常
态化、严密化食品安全监管
创造了新机遇。“通过互联
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开发
与应用，建立完善食品安全
信息全程监管数据平台和
追溯体系，能够很好地实现
海量食品安全信息的收集
与共享，让各个环节都可
视、透明起来，使全流通链
监管成为可能。”

宋新强建议，在建立
全过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食安

治理PPP模式，引入第三方
组织，由政企携手建立“互
联网+食安山东”公共服务
平台，并依托这一平台，开
发推广针对社会大众的网
站、微平台、手机APP等互
动终端和针对执法人员的
移动执法终端，提供开放
式信息查询、淘宝式政务
体验、大众点评式群众反
馈服务，构筑多方参与、多
向互动、多维治理的全民
共 治 食 品 安 全 监 管 新 模
式。

省政协委员、民盟威海市委主委黄晓光：

养老补贴应重点投向中低端项目

“政府资金大部分投向
了具体的养老服务机构及
项目，也就是说主要投到了
供给方面，而相对忽略了有
效需求的培育，一定程度上
造成产业发展不均衡，影响
社会的有序与公正。”省政
协委员黄晓光、王丹提交的
大会发言聚焦养老产业，代
表两人发言的黄晓光提出
问题。

黄晓光表示，近年来政
府资金在养老产业的投入
上有两个重点：政府自建养

老服务项目和民办养老服
务机构建设运营补贴。各级
政府为加快推动养老服务
业发展而亲自上阵投资办
项目，往往投入上亿甚至几
亿元资金，后续还要成立专
门机构来经营管理，投入和
效益不成比例；民办的同类
项目与之无法公平竞争，挫
伤了他们的积极性；此外，
政府投资和补贴的项目一
般起点高、服务好，但服务
对象基本都是中高收入群
体，而真正需要政府补贴的

低收入和弱势群体，则因经
济因素制约无力享受。

黄晓光建议，政府在养
老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应从
具体的产业项目中退出，专
心搞好市场管理和调控，

“补贴资金重点投向中低端
服务项目。”

还应把支持产业发展
的重点放在增加老年人收
入上。增加老年人收入是提
高老年人消费能力，变潜在
需求为有效需求、推动养老
服务业发展的治本之策。

省政协委员、山东潍坊润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孙建国：

推进家政服务标准化

“我省家政服务业总体
发展良好，但仍然存在行业
标准不完善，从业人员整体
素质偏低，信息化发展水平
不高，扶持政策落实难、执
行不到位等问题。”孙建国
在发言一开始提出，随着人
口老龄化加速、全面二孩政
策落地及家庭消费结构的
转变，多元化家政服务需求
会越来越多。

孙建国建议，细化服务
界限，加快推进家政服务标

准化规范化建设。“应对家
政服务项目进行细分，针对
育婴保教、居家养老、家庭
保洁、物业服务等主要业
态，组织制订地方标准，鼓
励行业协会、大型家政服务
企业牵头制订行业标准，进
一步完善家政服务主要业
态服务标准体系。”

孙建国建议，推行完善
家政服务企业、从业人员信
用记录，建立健全信用可追
溯制度和失信惩戒机制，规

范家政服务企业和从业人员
行为。

孙建国表示，目前，全省
约有家政服务单位5 .2万家，
年营业额350亿元。其中，年
营业额100万元以下的4 .7万
家，100万-500万元的3750家，
500万元以上的1040家，企业
规模偏小，龙头企业缺乏。他
建议，引导、支持家政企业通
过并购重组进行整合，开展
集团化、连锁式运营，带动产
业创新和行业转型升级。

“前不久发生的深圳渣
土滑坡事故，就是建筑垃圾
处理不当造成的，血的教训
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王玉志
说，据统计，我省每年产生
约1亿吨建筑垃圾，大多是
露天堆放或简易填埋，占用
土地资源，影响生态环境。

王玉志说，目前，发达
国家主要通过完善法律、标
准和政策激励，推进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例如，日本
将建筑垃圾作为建设副产

品，利用率达到96%，新加
坡高达99%，而我国的利用
率不足5%，我省约为8%。

如何才能提高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率？王玉志
建议，首先积极推广绿色
施工，通过优化施工管理、
革新施工技术、推广新型
建材等方式，最大限度地
减少建筑垃圾的产生。其
次，积极推行就地消纳。国
内已研发出“吃垃圾”的整
套设备，可以在施工现场

对废旧混凝土、碎砖瓦等
进行破碎加工，生产成砖、
砌块等再生建材及混凝土
骨料，直接用于建筑工程。
建筑渣土可以通过基坑回
填、堆山造景等方式，实现
就地利用。

王玉志还建议，按照
“谁产生谁付费”的原则，依
据一定标准向产生建筑垃
圾的工程项目征收垃圾处
理费，用于支持建筑垃圾资
源化利用工作。

省政协委员、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王玉志：

推行建筑垃圾就地消纳

2

3

4

5

省政协全会旁听群众代表

“来了几次不重要，要敢提建议”

立案提案分析
（截至24日18时）

提案
849件

立案
774件

经济建设方面

261件

政治建设方面

54件

文化建设方面

71件

社会建设方面

311件

生态文明建设方面

7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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