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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话题·热点一起议 两会声音·代表委员说

阴记者 丛琳

今年，国家倡导、鼓励地

方积极探索由居民自主参与

的老旧住宅更新改造路径。

市两会上，市人大代表杨平

湖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提出相

关建议。

“近年来，我市大范围开

展城中村、棚户区改造，成效

显著，但至今仍存在一定比

例 的 老 旧 住 宅 尚 未 得 到 更

新。”杨平湖谈道，随着近几

年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以

往常用的征收加安置模式出

现了收益越来越不平衡、闲

置土地销号缓慢、安置超期

现象普遍等一系列问题。

杨平湖在调研中发现，按

照目前我市各地的征收政策，

土地的征收成本较往年基本保

持一致或略有下降。因市场因

素影响，土地出让金及出让率

达不到预期，导致收益平衡进

一步失调。同时，征收形成的大

量闲置土地销号缓慢，加速了

财务成本持续扩大，形成恶性

循环。

“根据摸排情况，因老旧小

区各项公共设施老化，产权人

实际仍然居住的比例逐年下

降，实际有自主更新意愿的居

民为70%左右，其中刚性需求
的占比约60%。”杨平湖认为，
如何在政策方案中调动群众

自主更新的积极性，是破题的

关键。

杨平湖建议，打破传统征

收模式，探索实行“政府统一

引导，产权人出资建造，市场

参与融合”的自主更新模式。

更新改造项目交由群众自发

启动，将更新区块土地使用

权益全部还给群众。群众按

建安成本出资建造，政府负

责公建、道路等建设。相关部

门可在土地各项指标提升中

给予支持，并对土地出让金

返还及后续税收优惠等方面

出台专项政策，以保障项目顺

利实施推进。政府可探索实行

安置新模式，各地结合现有剩

余安置房源，对一部分刚需

住户进行现房置换安置或专

项房票安置，充分发挥市场

调节功能，提高相关住户的选

房意愿。

市人大代表杨平湖：

探索老旧城区自主更新模式

阴记者 何菁

多年来，市政协委员孙毅

一直坚持为残障群体发声。今

年市两会，孙毅的关注点涉及

无障碍停车泊位。

据统计，我市现有残疾人

约 65300人，其中持证残疾人
37685人。孙毅认为，公共场所
的无障碍设施是否完善规范

是城市文明的重要体现。近年

来，我市公共场所的无障碍设

施逐步完善推进，交通出行的

无障碍服务不断优化，法律法

规保障持续加强，从而提升了

特殊群体的生活质量，促进了

社会和谐进步。

针对我市无障碍停车泊位

建设，孙毅建议，有关部门应

按照住宅小区的建设要求，设

立无障碍停车泊位，并完善小

区物业管理条例，保障小区无

障碍停车泊位应有比例。在公

共智能停车区，如政府机关城

市道路临时泊位、商业街区、

公园、广场、景点、超市等区

域，也应为残障人士增设无障

碍专用停车泊位。

孙毅还建议，所有无障碍

停车泊位应配套设置相应的

指示标牌和导向标识，有效解

决残障人士及相关需求者“有

车难停”的问题。

市政协委员孙毅：

优化无障碍停车泊位建设

阴记者 丛琳

近年来，青少年心理健康

问题愈发引起社会关注。今年

市两会，市人大代表林珊也将

目光锁定了这个问题，提交了

《关于进一步重视青少年心理

健康问题的建议》。

林珊在调研中发现，目前

我市青少年心理问题呈现出

年龄结构低幼化、表现形式多

样化等特征。“当下，舟山缺乏

科学的专业心理教师、医疗人

才的培养机制。岱山、嵊泗等

地海岛地区面临医疗资源不

足的问题。”她说。

对此，林珊建议，充分发挥

政府统筹协调作用，促进部门

联动，形成“学校—医疗机

构—社区—家庭”齐抓共管合

力。一方面，强化学校教育作

用，开展高质量的心理健康教

学活动；另一方面，强化医疗

机构保障作用，培养、引进专

业医疗人才，并定期走进学

校、社区开展心理健康科普

宣传、咨询培训等工作，对心

理健康问题严重的青少年及

时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同时，

加大海岛地区相关资源投入，

改善海岛地区资源缺乏问题。

林珊认为，提高心理健康

教育师资队伍素质也是帮助

解决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

关键一环。政府部门可从提

高心理教师工资待遇、加强

对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专业

培训等方面下功夫。同时，鼓

励普通学科教师参加心理健

康教育相关的进修和培训，

不断更新知识，及时掌握学

生的思想情绪、行为表现和

身心发展等情况。

在家庭教育方面，政府可

主导开发家庭教育线上线下

指导资源，指导家长提升早

期发现和及时处置青少年心

理健康问题的意识，营造健康

向上的家庭氛围。

市人大代表林珊：

重视呵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市人大代表热议———

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

阴记者 朱丽媛

多年来，在“千万工程”引领下，我市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有了较大改善，村

民生活品质得到明显提升。

如今，站在新起点，依托“千万工程”，持

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有效缩小城乡差距、地

区差距、收入差距等“三大差距”，不断提升渔

农村居民的生活品质，成为市两会上人大代

表们关注的焦点。

【现状】

近年来，我市因地制宜开展全方位、多层

次、广覆盖的农村污水治理，农村生活环境得

到进一步改善。然而，市人大代表练国平在调

查走访中发现，农村污水治理方面仍存在不

少问题，如污水治理设施维护成本高、部分管

道老旧失修、对多年运维情况缺乏系统性的

摸排和梳理等，成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一

块“短板”。

市人大代表周玉娣则格外关注海岛农村

公共交通问题。发展多级公交网络本是提

升农村公共交通服务的良策，但目前我市

部分村级道路等级偏低，制约了公交运输

服务能力提升。同时，一些区域公交网络单

一，导致部分居民前往站点路途较远，出行

不便。水路客运是海岛公共交通的重要部

分，但部分航线经营不善，不仅影响了民营

交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给小岛居民出

行带来困扰。

“我市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整体

现代化水平亟需提高，一些乡村在环境卫生、

公共服务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市人大代表虞

卓妮认为，部分乡村的建设治理缺乏科学性

和前瞻性，导致村庄布局不合理，影响了乡村

的美观和宜居。乡村特色产业同质化、附加值

低的问题依然存在，制约了乡村集体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

【建议】

农村污水治理是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推

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练国平建议，由相关

职能部门牵头开展全面且细致的排查工作，

针对发现的农村污水治理老旧设施及管线等

问题，做好重点标记，建立工作清单，及时进

行更新改造，确保污水治理设施稳定安全运

行。各相邻辖区之间要建立有效的联动应急

机制，强化合作，当出现污水泄漏、设施故障

影响多个辖区的突发状况时，能够及时响应、

协同处理，迅速完成处置。

周玉娣建议，持续优化农村公共交通服

务，要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统筹融”、公共交通

网络上“配套融”、企业持续发展上“深入融”。

加大改造力度，努力创建便捷一流的基础设

施样板，攻坚路网建设、提升路面品质、改善

路域环境等；构建多级公交网络，逐层优化、

分层发展，利用各级公交枢纽与主线，将重点

片区划分出来，重视建设微循环公交，提高服

务质量、拓展服务范围。同时，不断完善公交

线路，升级智能交通系统等，助力城乡一体化

发展。

针对当前村庄规划与设计方面存在的问

题，虞卓妮建议，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的投入力度，注重村庄规划的科学性和

前瞻性以及可持续性。通过引入专业规划设

计、策划及营销团队，制定符合乡村特色和未

来发展需求的方案。同时持续加强农村环境

整治，推进垃圾分类、污水处理等工作，不断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虞卓妮还建议，要继续加强政策扶持、资

金引导等，鼓励村民发展特色种植、养殖、

乡村旅游等产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市

场竞争力，优化落实生产、销售等环节的

补贴补助政策，大力扶持农村产业品牌化

运作。

“蓝色公路”海岛客货邮融合专线 资料图

市政协委员热议———

“引育留”更多人才聚舟创业

阴记者 王倩倩

“要拿出‘真金白银’，支持企业引才用

才。”“‘留才先留心’，要解决青年人才的后顾

之忧。”……市两会上，政协委员围绕我市如

何做好人才“引育留”文章展开热议。

【现状】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强人才工作，取得了

明显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市政协委员苗

春波认为，一些用人单位过于追求“名校”“高

学历”“高职称”标签，却忽视了人才与本地产

业结构、自身优势和发展战略是否匹配。旅游

服务、水产品精深加工等传统行业的人才引

育力度不足。

市政协委员虞旭伟认为，与省内周边地

市相比，我市在优化人才政策体系、提高政策

扶持力度方面仍然偏弱，部分用人单位没有

建立长期有效的人才晋升激励机制和人才培

养机制，导致人才流失。

2024年舟山接待入境过夜游客12.2万人，
同比增长190%，预计今年依旧势头迅猛。市
政协委员邱赛萍则认为，面对旺盛的市场需

求，我市外语人才稀缺问题亟待破解。据全国

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导游板块数据显示：舟山

导游行业的外语人才仅有61名，且大多数不
在一线。

【建议】

“人才是第一资源。只有通过改革和创

新，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和环境，才能够吸引

人才留在本地，为舟山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

力。”苗春波建议，要在现有人才引进政策的

基础上，对效果不显著的政策或实施过程中

出现的突出问题进行总结，及时更新升级。整

合高校教育资源，针对重点产业和紧缺技能

人才需求，拓展教学模式，采取企业内一线技

能专家和高校内教师双师带徒、工学交替等

方式，为企业培养所需人才。

苗春波认为，要以“产业需求”为出发点，

提升产业在人才评价中的作用，对企业人才

采取不同导向的评聘方式，要重视企业自身

的意见建议。同时，推进常态化、一站式人才

认定服务，持续优化人才认定流程，及时兑现

各项待遇。

“建立人才库对企业来说非常重要，可以

帮助企业有效吸引、管理和发展人才资源。”

邱赛萍建议，由人社部门牵头，建立舟山外语

接待人才资源库，收录全市外语接待人才的

基本信息、语言特长、接待经验等，便于相关

部门及企业根据需求进行调配。此外，鼓励相

关单位加强合作，在接待旺季或大型活动期

间，协同调配外语接待人才资源，实现资源优

化利用。

市政协委员夏赛丽认为，人才工作要在

“育”字上下功夫。她建议，构建政府主导、高

校支撑、商（协）会纽带、企业自主参与的四位

一体运作模式，将民营企业家尤其是新生代企

业家培训纳入常态化人才培育战略体系。组

织民营企业家赴境外、市外考察，参与全球行

业论坛、展会，对标国际、国内一流企业汲取

先进管理、技术、营销经验，引入知名培训机

构、专家合作办学。完善民营企业家培养档案

建设，搭建民营企业家培养云平台，实现培养

闭环管理。

虞旭伟建议，建立完善青年创业贷款担

保基金和贷款贴息、创业补贴政策，对青年在

我市首次创办企业、注册个体工商户及加入

“农创客”，且个人信用记录良好的，可加大贷

款担保和贷款贴息、创业补贴支持，促进更多

青年人才集聚。

虞旭伟还建议，打造汇聚青年人才认定、

居留、安居、职称评审、职业咨询、人力资源等

服务的青年驿站，建设科技感强、时尚新潮、

配套齐全、廉价便捷、活动丰富的青年社区，

重点解决青年群体的住房难、圈子小问题。此

外，可考虑引进高质量文娱产业，有序发展夜

间经济，举办各类青年感兴趣、参与度高的赛

事活动，比如电子竞技娱乐赛、青年音乐盛

典、潮玩集市、青年街舞大赛等，提升青年对

现代城市的体验感和满意度。

“我眼中的舟山”大学生训练营活动 资料图

摄影 记者 陈永建 张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