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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省两会

共话发展句句诤言

住丽省政协委员共提交 21 件提案
□ 记者 蓝倞 陈春

本报杭州 1 月 15 日专电 历经 5 天的智慧碰撞、民意交融后，
1 月 15 日下午，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胜利闭幕。 16 名住丽省政
协委员走出省人民大会堂，步履轻快，信心满满。

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期间， 住丽省政协委员共提交提案 21
件，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各个领域，而高质量的提案
让委员们感慨而自豪。

创新实践“两山”理念，奋力开辟高质量绿色发展新路已成为
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 住丽省政协委员也把
履职着力点聚焦于此， 共有 8 份提案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 吴子
敬、 金爱武等委员围绕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提出培育农业龙头企
业、出台政策鼓励、深化农旅融合、实施“肥药双控”助推生态农产
品价值实现等建议。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如何留住人
才、发挥人才作用，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戚永远、汤家友、丁
敏林等委员提出建立健全人才生态补偿机制、 人才培养供需平衡
机制，出台更加灵活优惠的政策破解人才引进难、使用难和留住难
等意见建议。

民生无小事，民生最关情。 改善和保障民生仍然是委员们广泛
关注的热点，廖思红、丁岳清、陈延等委员提出了取消养老机构床
位数考核、推进多元养老模式建设、加强农村白蚁防治工作、重视
农村饮用水工程、整顿医院体检行业乱象等建议。

为家乡发展鼓与呼，委员们不遗余力，21 件提案充分体现了委
员们的浓浓桑梓情和片片赤子心。

经济建设、生态保护、民生问题皆涵盖

丽水代表团代表共提交 62件建议案
□ 记者 陈春 蓝倞

本报杭州 1 月 15 日专电 在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丽
水代表团代表结合全省和丽水发展实际，共向大会提交了 62 件建
议案，围绕大花园核心区、丽水国家公园、长三角一体化、民生保障
等群众关心关注、政府工作报告聚焦的事项建言献策。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快打造“诗画浙江”大花园，推动丽
水大花园核心区建设，加快推动生态文明示范创建，部分丽水代表
团代表将履职着力点聚焦在这些方面，提交了多份有干货、有内容
的建议案。 杜兴林代表提交了支持丽水国土空间规划“两山”转化
试点的建议案；胡虹芳、陈元龙代表分别提出加快出台土壤污染防
治配套法规和规章，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大力支持“国宝”通济
堰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打造中国农耕水利文化金名片的建议；沈世
山、吴青松、李汉勤等代表建议打造现代版“丽水山居图”、加大力
度支持丽水大花园核心区建设、加快推进丽水国家公园创建、推进
大花园建设打造幸福瓯江。

丽水如何依托生态资源优势， 与长三角其他城市同步实现高
质量发展，也是丽水代表团代表关注的重点。 陈德良、叶如平、李一
波、施颂勤、吴松平等代表分别提交了将“龙泉经庆元至南平铁路”
列入《浙江省铁路网中长期规划》、要求加快杭丽铁路推进、规划缙
云至松阳高速公路缙云段线位走向、 加大对县级交通运输道路补
助力度、加快“温武吉”铁路建设等建议案，希望通过全力推进大通
道建设，使丽水能够更高效、更便捷地对接长三角，加快高质量绿
色发展。

此外，许多代表还就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人才培养、教育提质、
制造业发展等提交建议案。 雷文彬代表提出加大力度健全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的市场交易体系的建议；麻雪娇、蓝建梅代表提出扩大
医学专业招生数量、 培养更多的医学人才以及对人才流出地实行
人才补偿的建议案；李春玲代表提交了关于借鉴“医共体”模式加
快推进省域内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建议案； 陈荣昌代表提出
应支持丽水打造中国滚动功能部件生产基地。

如何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
打造人才新政“升级版”

� � � � 2018 年，我市出台《关于大力实
施人才强市战略支撑绿色发展综合
改革创新区建设的若干意见》及系列
配套文件，打造人才新政“升级版”，
明确了人才培养、引才聚才、评价激
励、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为到丽水的每一个人才提供
‘店小二式’的服务，让来自五湖四海
的人才留得安心、顺心、舒心。 ”省人
大代表、省人大民族宗教华侨外事委
员会委员雷一坤建议，要激励人才发
展，就要解决好人才的“后顾之忧”，
让他们扎扎实实、安安心心扎根在丽
水。比如为保障企业人才的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 建议适当优化调剂政策，
进一步加大政策倾斜力度，推动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更加公平、更
加持续发展。

目前，我市全面推进县域医共体
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
务质量和技术水平。 省政协委员、市
政协副主席汤家友建议加强县域医
共体人才队伍，扩大医学专业招生数
量，培养更多的医学人才，有效缓解
医学人才不足的现实情况，加快推进

我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随着全省旅游业的发展， 酒店等

旅游业配套设施也不断地发展和完
善， 旅游人才特别是酒店业的管理和
服务人才短缺问题日渐突出。 省人大
代表、 浙江万地旅游集团董事长叶如
平建议，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由旅委
牵头，结合现有教育资源，创设高校、
企业、政府共同参与的开放式、订单式
人才培养模式，多方联动，优势互补，
形成旅游人力资源开发的“大旅游教
育”格局。

“振兴乡村、发展‘三农’离不开人
才， 而当前农村精英大量涌向城市，造
成农村人才严重‘空心化’。破解乡村振
兴人才‘空心化’的困局，最好的办法就
是利用‘新乡贤’这一资源。 ”省政协委
员、缙云中学副校长丁敏林建议，出台
更加灵活优惠的政策，积极鼓励乡贤依
托自有和闲置农房院落，或与当地农民
合作改建自住房用来居住及发展相关
产业。 给予乡贤政治待遇和荣誉身份，
拓宽乡贤议政建言的渠道。吸纳部分优
秀“新乡贤”进入乡村管理组织，提升乡
村管理水平。

丽水代表团代表、住丽省政协委员热议“人才强省”战略

丽水该如何破解
后发展地区的“人才困境”？
阅读提示

一句句肺腑之言，道出了代表、委员们破解丽水“人才困境”的
决心和信心，在各方的不懈努力下，丽水的人才事业势必进一步发
展，并将为丽水高质量绿色发展做好充分的人力和智力支撑。

□ 记者 蓝倞 陈春

本报杭州 1 月 15 日专电 省政
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推进人
才强省政策。丽水要把绿水青山蕴含
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实
现高质量绿色发展，其关键也是要大
力实施人才强市战略， 广泛集聚人

才，充分发挥人才的基础性、战略性和
决定性作用。

用心引才、用力兴才、用情留才，这
是代表委员们的强烈共识。引才、用才、
留才，这些关键点该如何发力？ 省两会
期间，丽水代表团代表、住丽省政协委
员对此展开热议。

后发展地区该如何“引才”
建议建立“人才补偿机制”
� � � �“我市由于地处山区，经济发展
水平相对落后， 在当前激烈的人才
争夺战中处于劣势， 存在着人才大
量外流的问题，比如高层次人才、高
校毕业生引进难、流失快，对后发展
地区人才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影响。
同时，现在人才资金是随着人才走，
发达地区因为拥有更多的人才，也
就得到了更多的资金支持， 更是加
剧了这种趋势。 后发展地区人才流
失存在普遍性、高层次、年轻化以及
流向相对单一等特征。 ” 省政协委
员、 丽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戚永
远对此感到痛心，他认为，可以借鉴
生态公益林补偿、 足球明星转会等
机制的一些好做法， 建立健全人才
生态补偿机制。

“人才生态补偿机制，就是由用

人单位、受益地方政府、中介机构对流
失单位和地方政府，按照人才引进或培
养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而付出相应的
补偿，包括人才本身的价值、人才引进
成本、人才培养成本的补偿、人才流失
造成本学科或本领域的影响或者危害
等。”戚永远还建议，在省级层面建立人
才调控制度。

省人大代表、浙江电视广播大学景
宁分校教师蓝建梅也提出了建立“人才
补偿机制”的建议。具体来看，除了付出
相应的补偿外，她还建议建立后发展地
区和基层一线人才储备金制度，每年为
各类高层次人才储备一定金额的服务
期储备金，根据人才服务年限及工作实
绩予以分阶段分年限兑付储备金，直到
人才调离或未在生产一线从事专业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