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倾心履职为民生 建言献策助发展
政协委员作大会发言

□ 记者 蓝倞 实习生 黄佳璐/文 记者 程子齐/图

今日上午，在市政协四届三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11 位委员在大
会上作口头发言，25 位委员作书面发言，15 位委员作即席发言，委员的发
言紧扣全市中心工作，聚焦民生热点、难点，提出了许多有价值、有见地的
意见和建议。“丽水之赞”“高质量绿色发展”“生态产品价值转换”“数字经
济”“科创”成为委员们大会发言的“热词”。

毛伟华
丽水绿道已经成为新的生态旅游产业带

和经济增长点，但是，我市绿道存在着不够美 、
不够特、旅游吸引力不强等问题。 建议丽水绿
道应对标欧美，高起点谋划，对标最美，高标准
设计，对标工匠精神，高品质建设。 绿道不应止
于绿，要体现丽水风味、丽水风情，还要实现主
题化、全民化、创新化，让生态成果全民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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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堂根
让丽水的 “绿水青山 ”更快变成 “金山银

山”，需要拓宽“两山”通道。 我们认为，拓宽的
方法之一 ，就是在丽水适宜的山中 ，大量种植
珍贵名木。 丽水种植珍贵名木天时地利人和，
建议下一步切实推进政策， 搭建投资平台，加
强服务指导，多方发动吸引投资。

朱国强
我市乡贤工作正在步入新篇章 ，但是 ，从

基层调研显示， 部分被选出来的乡贤还存在
一定争议，存在“把能人等同乡贤”“把有势力
的人归入乡贤”“把领导列为乡贤”三大误区。
建议提高乡贤评选标准 ， 把良好的品行作为
主要特质，对“能人”进行筛选；同时让群众参
与进来，在人选的确定上，要侧重于社会贡献
和群众公认。 还要落实考核退出机制 ， 防止
“乡贤不贤”。

张 敏
丽水是全国出台企业减负政策最多的地

域之一。 然而，政策出台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企
业最关心的是政策有没有真正落地，这不仅事
关民营企业对党委政府的信心，更是营商环境
的重要评价指标 。 涉企政策落地需从深处着
力，要提高政策水平，加强政策协调性、实效性
以及简单可操作性 ；要完善配套举措 ；加大兑
现力度，强化政策刚性兑现和快速兑现。 同时
开展专项监督，从而更好助力我市打造营商环
境最优。

张德勇
我市财政资金并不宽裕 ， 然而财政资金

使用的浪费问题却随处可见，浪费往往还 “程
序合法”，让监管部门难以追责。 归根结底，问
题主要是理念落后、 决策失误、 规划滞后、统
筹不足、质量缺陷、约束失位、监管不足。 为此
建议，增强项目规划刚性约束 ；建立项目工后
审计机制；完善行政绩效考核体系 ；制定地方
法规予以规范；提高公众全程监督力度。

虞海雄
近年来，党委和政府越来越重视科创工作，

在推进创新引领上，成效显著。 但是，对照打造
成为浙西南科创中心的要求，我们“补课赶趟”
的任务还很艰巨。 加速推进我市科创中心建设，
要作好目标规划和协调服务工作， 提供基础保
障；要完善优化科创政策驱动，提供制度保障。
要加强科创资源整合集聚力度，提供平台保障。
要内培外引，建设涵养人才资源。

俞豪锋
“僵尸企业”处置是化解过剩产能和结构

调整的牛鼻子， 为确保我市在 2020 年底前完
成 “僵尸企业 ”市场出清的任务 ，应建立以市
场化法治化手段为主 、 适度行政手段为辅的
“僵尸企业”退出机制。 为此，要加快建立“术
业有专攻”的新体系，使其有专门机构和人才
管理 ；加快推行 “优胜劣汰 ”的行政强制注销
制度，在法律的框架内建章立制 ，以及规范的
程序里分步实施 ；加快落地 “凤凰涅槃 ”的特
殊政策， 完善政府层面的扶持政策和引导金
融业制定扶持政策。

项芳云
“侨”是丽水的优势和特色，是我们“问海借

力”的着力点和突破口。破解当前我市侨资企业
发展困境，树立华侨信心，激发侨资活力，利用
侨资实现新突破更是重中之重。建议：开展自查
自纠，重合同守信用，重塑政府诚信。 强化责任
意识，破解侨企困境，优化营商环境。 高度重视
侨资，适当倾斜政策，推行一企一策。 精心谋划
项目，做实服务举措，再筑新巢引凤。

吴积雷
丽水因水而名，理应因水而美、因水而兴。

水资源的大工业化开发利用是提高资源的附
加值、实现优质资源价值转换的主要途径。 如
何真正实现“生态水”转化为“财富水”？ 建议科
学编制发展规划 ，多措并举发展水经济 ，大力
开展招商引资 ，积极培育自建品牌 ，全力做好
配套建设。

阙忠东
数字经济是新技术革命中具有颠覆性影

响力的新经济， 其发展与丽水市情及发展目
标高度契合。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要做好生态
经济+数字经济融合文章；要大力发展丽水数
字智慧产业 ；把引进数字资本 、技术 、人才等
作为 “龙头工程 ”；还要超前谋划丽水数字经
济发展新空间。 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必将增辉
“丽水之赞”。

蓝宁虹
保持丽水生态环境持续全国领先，打造高

质量绿色发展的“生态环境升级版”，是全市人
民的共同愿景。 建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修复、
污染综合防治， 确保易污染的高标准控制 ；要
坚持生态定位，找准技术路径，突出平台发展；
要将生态文化融入生产生活，将生态文化融入
全民教育，将生态文化融入法治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