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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访谈

计计勇勇强强 雷雷洁洁畅畅

施施颂颂勤勤

省人大代表施颂勤：

让小城镇更加宜居更有特色更富活力
□ 记者 廖王晶 蓝倞

本报杭州 1 月 30 日专电 一头
连着城市，一头连着农村，小城镇作
为城与乡的“纽带”， 在城乡发展中
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如何加快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步伐，塑造城镇
美丽新形象？ 今年的省“两会”上，省
人大代表施颂勤把关注点放在了乡
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上。

作为缙云县新建镇笕川村的党
委书记，近年来，施颂勤一直投身于
发展美丽经济，既要让村民享受到好
环境， 还要从中找到致富好门路。
“自 2016 年以来，全省上下大力推进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广大乡村发生
了旧貌换新颜的巨大变化，但在集中
开展整治的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突
出问题，亟需引起重视。 ”施颂勤说。

“现在小城镇特色没有彰显的问
题依然存在。 ”在施颂勤看来，特色是
小城镇的生命，文化是小城镇的灵魂。
有的乡镇规划设计没有彰显地方特
色，导致“千篇一律”的现象，有的还停
留在“粉粉刷刷”做表面文章上，缺少
自己的文化传承和特色故事。“小城镇
环境变好了，如何让文化丰富起来、群
众富裕起来， 如何在全省乃至全国范
围内做到彰显特色， 还需要深入思考
探索， 需要更高层次的规划和更开阔
的眼界视野。 ”施颂勤说。

经过走访调查，施颂勤发现小城
镇综合整治还面临着基础设施短板

与资金保障短板陷入两难，长效机制
仍然有待健全等问题。“在当前的小
城镇环境整治中， 社会资本参与很
少，基本靠政府主导，资金要素保障
压力非常大，各地普遍存在财政建设
资金紧张情况。 ”为此，施颂勤建议在
突出规划引领，注重传承历史和民俗
文化，因地制宜彰显小城镇独特风貌
外，希望省委省政府政策资金能多向
加快发展地区倾斜，以减轻基层财政
负担。

“期待，未来丽水的每个小城镇
都能更加宜居、 更有特色、 更富活
力。 ”施颂勤微笑着说。

周周雪雪华华

省人大代表周雪华：

普及“五防”课程让孩子健康成长
□ 记者 廖王晶 蓝倞

本报杭州 1 月 30 日专电 周
雪华是青田县农商银行消保合规
部职员、省人大代表。 她还有一个
身份———公益慈善志愿者。 在公益
慈善这条路上，周雪华已经坚定前
行了 20 多年。

在今年的省人代会上，周雪华
提交了《关于儿童安全“五防”课程
进校园的建议》，她告诉记者，近些
年来，导致儿童受到意外伤害的各
类事件越来越多， 儿童遭受性侵
害、被拐卖的报道频繁出现，且受
侵害儿童的年龄越来越小，人数不
断增加。 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都
希望孩子们能学会自我保护、远离
侵害，都有责任教会孩子自我保护
的方法。

“‘性侵’这个话题，很多人还
是比较避讳的，不知道如何跟孩子
沟通。 ”周雪华表示，“尤其在我们
青田，‘洋留守’儿童特别多，父母
不在身边，基本是隔代教育，老年
人对这种‘难以启齿’的话题更是
无从说起。 还有防拐卖常识，无论
是老师还是家长，在对孩子的日常
教育中，都没有形成系统的方法。 ”

向全省孩子普及“五防”知识，
是周雪华多年来的心愿。“2015 年，
周大妈帮忙团成立时就把五防教
育作为一项社会公益活动，开办了
几场公益讲座，社会反响很好。 ”周

雪华说，但由于力量有限，覆盖面很
小，若能将“五防”课程推进校园，就
可以广泛编织儿童安全防护网。

在周雪华看来，应该由教育局部
门组织公益组织志愿者代表进行专
业培训和资格考试，形成一支具有认
证资格的少年儿童保护讲师队伍，负
责当地少年儿童保护课程授课。 同时
也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将
“五防”教育普及到校园，加强孩子们
的安全防范意识。

“‘五防’教育若能普及，那么在
孩子们成长过程中就会避免很多不
必要的伤害。 ”周雪华说，这也需要全
社会的共同参与。

省政协委员计勇强：

实现垃圾焚烧设施“全省一盘棋”
□ 记者 蓝倞 廖王晶

本报杭州 1 月 29 日专电 省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要坚定不移打
好污染防治等三大攻坚战，大力推进
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省政协委员、市
政协副主席计勇强认为， 减容 90%
以上、 减量 85%以上的垃圾焚烧发
电是资源化利用最成熟可行的方法，
建设垃圾焚烧设施要实行全省统筹
共享“一盘棋”。

计勇强在调研中发现，近几年垃
圾焚烧发电行业蓬勃发展，但由于垃
圾焚烧设施没有实现区域统筹，影响
了全省垃圾分类工作的加快推进。一
是垃圾处理跨界清运难。只有在本地
不具备垃圾处置设施、条件或者处置
成本较高时，方可跨界处置，且申办
许可的条件十分苛刻，在实际操作中
跨界清运很难落地。在焚烧厂尚未建
成或尚不具备自行建厂的情况下，我
省不少地方的生活垃圾无法跨界清
运并科学处置，致使垃圾堆积成山或
偷运倾倒。 二是垃圾焚烧原料供应
难。垃圾焚烧发电每天处理规模要达
到 400 吨以上，才能基本保证规模效
益和经济效益，由于各地垃圾产生规
模不一， 有的地方垃圾富余“吃不
下”， 有的地方垃圾收集不足“吃不
饱”，造成资源浪费，影响有效利用。

计勇强委员建议，实行垃圾焚烧
设施全省统筹共建共用。要合理利用

现有资源，加强顶层设计，按照生活
垃圾区域统筹、城乡一体收运处理模
式，综合考量当地地理条件、人口规
模、环境保护、交通状况、运输距离等
因素， 依据区域城市生活垃圾产生
量，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实行生活垃
圾统筹收运焚烧处理。 要立足统筹共
享原则规划布局垃圾焚烧设施。 今后
对大型垃圾焚烧处理设施的规划选
址，应从全省角度通盘考虑各市县现
有设施的具体情况，从满足相邻周边
市县城乡生活垃圾处理需求进行合
理安排，避免重复建设或不切实际的
“一哄而上”，实现设施共用、资源共
享、污染共治、生态共建。

省政协委员雷洁畅：

扶持政策助推畲乡凤凰腾飞
□ 记者 蓝倞 廖王晶

本报杭州 1 月 29 日专电 省政
协委员、 景宁畲族自治县郑坑乡党委
书记雷洁畅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明星
委员”，她的提案、发言和访谈频现省
市媒体，充满畲乡元素。景宁如何实现
更好更快发展，一直是她关注的问题。
今年，她将目光瞄定修订后的《浙江省
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 提交了建议省里尽快出台
《条例》实施细则的提案。

雷洁畅告诉记者，《条例》单设“景
宁畲族自治县”一章，专门对扶持景宁
发展作出规定， 充分体现了对民族自
治地区的高度重视和特殊关爱， 对景
宁发展有着重要的支撑保障作用。 但
在具体执行中，存在着条款原则性强、
操作性不足等问题。“特别是在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时期， 景宁迫切
需要更多扶持，以加快发展步伐，减少
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因此，制定《条例》
实施细则， 出台更加具体可操作的措
施，显得尤为必要。 ”

雷洁畅建议， 比照西部大开发政
策， 对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制定具体
的扶持措施；确保《条例》中“政府出资
的项目不得要求地方配套资金” 真正
落实到位，减轻景宁财政压力；继续给
予少数民族专项扶持资金的照顾；对
在少数民族经济开发区内符合产业政
策的企业给予帮助，在税收、金融等方

面进一步增强扶持力度。
雷洁畅还建议，在专业技术人才

的职称评定上给予倾斜，在省内知名
高中开办民族班，向景宁定向招收少
数民族学生； 支持畲族文化研究、发
展畲族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鼓励传
承民族语言、 培养民族文化人才、对
优秀文化遗产进行抢救保护传承发
展； 进一步在省级层面明确立法权、
保护与开发权、 经济贸易管理权、自
然资源管理权、财政税收金融管理权
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管理等方面的
权力，作出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高质
量发展的安排，使景宁畲乡这只“金
凤凰”飞得更快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