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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用制度保证提案内容及办理双公开

专专题题协协商商聚聚焦焦扶扶贫贫和和实实体体经经济济

本报记者 陈玮 张玉岩

协商议政要走在前列

工作报告提出，2016年省
政协完成年初确定的30项协
商议题，包括2次专题协商、9
次对口协商、10次界别协商、9
次提案办理协商，大多数协商
成果得到转化落实。其中，先后
就“进一步规范提升我省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加快智
能制造发展，引领我省产业转
型升级”进行专题议政，分别形
成《建议案》，提出的“建立城市
管理协调机制、推进智慧城管
建设、加强网格化标准化管理”
等建议，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采纳到有关文件之中。

省政协研究室相关负责人
表示，去年修订《协商工作规
程》，制定《提案办理协商办
法》，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开展协
商的工作要求。“从协商的选
题、制定计划到如何组织开展
活动，到协商形成意见建议怎
么转化落实，都十分明确，有很
规范的操作流程，防止使协商
流于形式。”

“协商工作更加制度化、规
范化。”省政协委员、中强律师
事务所主任王玉亮说。

工作报告提出，紧紧围绕
实现走在前列协商议政。着重
就“采取稳定脱贫措施，建立长
效扶贫机制”和“降低企业经营
成本，大力振兴实体经济”进行
专题协商和常委会专题议政；
聚焦加快互联网+现代农业发
展、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
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工
程、打造为侨服务综合平台、支
持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规模
化标准化养殖、高层次人才培
养引进、公共数据统一开放平
台建设等，开展好调研视察和
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
协商。

“议题的设置非常精准，不
仅与当下省委省政府的重点工
作结合，同时也关注民生热点
问题。”王玉亮说。

上述负责人表示，把“建立
长效扶贫机制”和“降低企业经
营成本，大力振兴实体经济”作
为专题协商和常委会专题议政
的题目，与中央和省委决策部
署相一致，有助于解决目前存
在的重要问题。“题目的设置要
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包括各
民主党派、工商联、各部门、基
层群众的意见，以回应公众的
期望。”

提案办理也要回头看

在工作报告中，王玉亮发
现，今年对于提案的办理加大
了跟踪力度。工作报告提出，研
究制定提案公开办法，推进提
案与提案办理复文双公开，让
群众的诉求反映有回音、有着
落。“以前提案内容并不公开，
现在的做法将让委员提高提案
的水平，更好地履职。”

省政协提案委员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提案工作的基调，就
是以质量为核心，以办理时效
为重点，对政协提案回头看，跟
踪落实办理效果。今年将制定提
案公开办法，这是为了和提案办
理结果公开同步，提高提案质量
和提案办理质量。

注重提案质量和提案办理
质量一直是省政协的重点工
作，为了使提案工作更加规范
化、制度化，去年制定《提案征
集暂行办法》和《审查工作指
引》，建立党委、政府、政协主要
领导阅批、领办督办重点提案
制度和三家办公厅联合交办机
制，推动政协提案办理结果公
开，并建立提案预审查制度。

“对委员提案，通过网络查重，
保证提案质量，杜绝抄袭存
在。”省政协研究室相关负责人
表示。

工作报告提出，去年全年
共收到提案 958件，立案 855
件。今年，重视就业、教育、医
疗、住房、扶贫、环保等事关群
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运用提案、
视察、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大会
发言等，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
众意愿，反映群众诉求，协助党

委政府做好惠民生、增民利、解
民忧的工作，推动民生政策落
地落实。

去年省政协向全国政协和
省委、省政府报送反映社情民
意信息642件；开展调研视察
考察44次，形成调研视察报告
37份。“每个季度我们都要发
布信息收集的要点，根据中央
和省委省政府的重要决策，把
重点问题纳入选题的范围，并
分解成几个问题，形成政协引
导和委员报送相结合，为民生
工程做出贡献。”省政协研究室
相关工作人员说。

反映咋样，分数说话

省政协委员、民革青岛市
委秘书长王夕源在登录山东省
政协社情民意信息系统后发
现，他去年提交的16条社情民
意信息被系统采纳。“其中关于
农村水利建设的相关信息被采
纳后，有关部门立刻展开了调
研。”同时，王夕源的个人社情
民意信息履职考核也相应加了
分，履职成效得到了充分的量
化体现。

工作报告中提出，去年省
政协修订了《反映社情民意信
息工作考评办法》，建成覆盖省
市县三级政协、各党派团体、政
协委员的社情民意信息系统。

“以前有的委员反映信息的质
量不高，考核办法提高了高质
量信息的得分权重，有利于鼓
励广大政协委员进一步提高报

送信息质量。”省政协研究室相
关工作人员表示，省政协在全
国率先建成融合手机APP的
省市县互联互通、共享共用的
信息融合应用平台，为委员履
职提供快捷便利、可移动式服
务，通过突出考评引导和质量
导向，委员反映社情民意的热
情和质量越来越高，对发挥信
息工作实效，更好地服务社会
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取
得了良好效果。

“每个季度我们都通过信
息系统发布信息收集的要点，
根据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重要
决策部署，把重点问题纳入信
息选题范围，并进行细化分解，
引导委员聚焦党委、政府中心
工作收集信息，形成政协引导
和委员报送相结合，委员反映
社情民意信息更加有的放矢、
精准有效。”

“积极反映扶贫、环保、民
生等领域广大群众关注的重要
问题，始终是政协反映社情民
意信息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我们在下一步工作中将继
续有意识地引导委员重点收集
民生热点问题，为党委政府了
解掌握情况、分析判断形势、解
决民生问题尽好责、服好务。”

围绕热点开展监督

在审议工作报告时，王玉
亮发现，关于民主监督的内容，
占了不少篇幅。“体现出政协将
在民主监督方面有所突破。”

工作报告提出，切实加强
和改进政协民主监督。综合运
用会议监督、视察监督、提案监
督、专项监督等各种形式，确保
全年监督有题目、有计划、有载
体、有效果。今年将着重围绕分
级诊疗制度建设、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入学、地名文化遗产保
护等涉及面广、关注度高、解决
难度大的问题，开展带有监督
性的履职活动。

“民主监督一直是政协的
薄弱环节。”省政协研究室相关
负责人表示，要贯彻中央要求，
进一步推进这项工作。“去年也
开展了一些监督性调研活动，
但在力度和效果上今年要进一
步加大和提升。具有监督性的
题目，进行专项监督，促进工作
真正落到实处。”

此外，王玉亮发现，工作报
告中，对委员个人提出了具体
的要求。省政协研究室相关负
责人表示，政协对委员的要求
一直非常严格，去年建立委员
履职档案，加强对委员履职的
管理。特别是建立委员履职档
案，对委员履行职能起到很好
的作用。

“今年对委员的要求更加
严格，报告中用了较大的篇幅
对这个问题从几个方面进行
了阐释。这是与当前形势相
关，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
党，党中央的要求体现到政
协工作上就是从严要求政协
委员。对委员提出一些原则
性和硬性要求。”

省政协委员、省立医院耳科主任樊兆民：

呼呼吁吁为为老老年年人人人人工工耳耳蜗蜗植植入入给给予予补补贴贴
本报记者 王小蒙

“虽然人工耳蜗植入能有效
解决老年性耳聋，但限于费用高
等问题尝试的人非常有限。”2月
5日,在省政协医药卫生界分组
讨论现场,省政协委员、省立医
院耳鼻喉科副主任、耳科主任樊
兆民详细阐述了如何解决老年
性耳聋问题的建议。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老年性耳聋的发病率也越来越
高，但很多人对此认识并不

足。”樊兆民介绍，很多老年人
通常觉得随着年龄的增加，听
力下降是正常现象，但其实这
种认知是错误的。听力下降若
不及时就诊，将会导致听力无
法恢复。

近年来，山东省人口老龄
化呈现快速上升趋势，老年人
口大幅增加，现有60岁以上老
年人1900多万，数量居全国首
位。随之而来的是，老年性耳聋
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有数据
显示，60岁以上人群耳聋发病

率高达60%-70%，以此数据计
算，我省有一千多万老年人正
面临耳聋之困。

樊兆民说，对此不少老年
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来改善听
力，有的甚至佩戴两三个。但对
于改善听力、尤其是急重症耳
聋患者来说，效果并不好。

人工耳蜗植入是改善老年
性耳聋的最佳办法，能有效提
高听力并减轻耳鸣。不过限于
费用高昂、担心手术等问题，尝
试的老年人十分有限，一百个

人里面不一定有一个。“目前国
产的人工耳蜗也要十万元左
右，除了费用高昂外，对手术的
顾虑也是人工耳蜗植入受限的
一个重要原因。”

而目前，我国已经有个别
省市出台了相应措施，可以对
人工植入耳蜗进行费用减免，
这也大大减轻了患者负担。对
此樊兆民建议，希望山东能为
老年人人工耳蜗植入给予一定
的补贴，进一步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

“今年常委会工作报告文字很简练，但内容全面，非常务实，
工作目标也很具体。”5日,在听取了政协第十一届山东省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后，省政协委员、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陈宝明说。
今年省政协继续以提升提案质量为核心，推进提案内容与办理复
文同步公开。

2月5日，省政协第二十三组医药卫生界分组讨论现场。 本报记者 王小蒙 摄

省政协委员樊兆民

本报记者 王小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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