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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反腐、谈扶贫、谈新安江保护，1月24日晚，省两会新闻中心举行第四
次集体采访，省人大代表盛九江、王时银、韦东、钱丽萍、戴玲现场接受媒体集
中采访。 ▋星级记者 刘海泉/文 黄洋洋/图

盛九江：
监察委用留置形成有效震慑

目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中，
按照相关部署，将完成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
会组建工作，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
人员监察全覆盖。

“过去，监督力量不够集中、范围不够全
面，监督部门有纪委、监察、检察院反贪局等
相关部门，反腐败力量出现了分散。”省人大
代表、铜陵市纪委书记盛九江表示，成立监
察委员会后，可以整合行政和司法系统关于
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等职能，建立集中
统一的监察和指挥体系，便于反腐败工作的
高效顺畅运行。

“对于严重违纪的党员干部，过去采取
的措施主要是‘双规’。现在监察委员会主
要用留置取代‘双规’，以法律授权形式实现
依法检查。”盛九江透露，铜陵市监察委员会
成立以来，已经留置3人，形成有效震慑。

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
察全覆盖，同样备受关注。全面从严治党，
焦点是严格管理与密切监督全体党员。不
是党员的公职人员同样行使着公权力，非党
员的滥权腐败现象同样值得高度警惕，同样
需要依法处置。

“从严治党正在向基层延伸，监督范围
实现全覆盖。”盛九江表示，监察委员会按照
管理权限，对本地区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
人员依法实施监察。

王时银：
要让老百姓在案件中
感受公平正义

省人大代表王时银是亳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院长，也是一名有十年履职经历的“老
代表”。在担任省十二届人大代表期间，他
提交议案 21 份，涉及安全、教育、司法、卫生
等多个领域。此外，他还参与了《安徽省食
品安全条例》、《 安徽省安全生产条例》等多
项地方性法规的制定。

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于利益格局
调整引发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多，尤其是立案
登记制改革以来，法院立案登记数量大增。

“通过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可以把矛盾
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降低社会纠纷解决成
本，打破诉讼包打天下的局面，有效缓解中、
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突出矛盾，也能从根源
上解决矛盾、修复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王
时银在担任省十二届人大代表期间，他提交
了关于制定《安徽省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条例》的议案，并被省人大常委会评为优秀
议案。

“为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我省在促进司法公开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王时银说，我省在促进司法
公开、开展司法便民服务方面都走在全国前
列。比如在促进司法公开方面，我省的裁判
文书上网数居全国前三位。不仅如此，老百
姓还可以在网上收看直播庭审。此外，省、
市、县三级诉讼服务中心的建设也是我省的
一大“品牌”，立案、缴费、财产保全、信访等
服务可以一站式解决。

谈扶贫、言反腐、畅叙司法正义
省两会新闻中心举行第四次集体采访

韦东：
要加强对扶贫资金的监管

省人大代表韦东来自阜阳，是安徽风采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谈到多年的履职感受，韦东表示，人大代表一定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
心上，访万民，知民情，达民意，见真言，真正做人民的代言人。

去年十九大前，司法改革出台新举措，开展律师调解室试
点。就这项工作，韦东认为，律师作为法律工作者，承担这项工作
责无旁贷，而且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两年前，我省的律师队伍就
介入了司法公正的涉法涉诉案件的调解，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现实中很多当事人可能对法院不信任，律师作为中立的身
份，向当事人进行解释，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韦东认为，下一
步，律师在这项工作中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作为一名连任的“老代表”，韦东多年持续关注扶贫问题，今
年也不例外。

“目前扶贫到了关键的时期，我省脱贫攻坚工作很重，尤其我
们阜阳地区贫困人口还很多，他们是最需要帮助的人。”韦东说，当
前扶贫项目安排很多、资金使用数量很大，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安
排和监管措施，资金使用效益就会打折扣。“比如去年全省投放到
户的扶贫贷款，其中有一部分为户贷企用。如何加强对相关企业
使用扶贫资金的监管，使其保值增值，是必须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韦东建议，省里相关职能部门要对扶贫资金进行事前、事中、
事后的监管，切实保护贫困地区贫户人口的利益。

钱丽萍：
建议设立新安江绿色经济发展示范区

新安江是安徽三大水系之一，两岸风光秀美，素有“山水画廊”之称。为了
守住青山绿水，2011年，在财政部、环保部的推进下，新安江流域开展了首个跨
省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安徽、浙江两省以水质“约法”，设立环境补偿基金。

“多年来，新安江一直将保护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沿岸居民的保护意识不断
提升。”省人大代表、黄山学院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钱丽萍介绍，新安江流
域产生了很多保护方式，如“农药集体配送”，由统一供应商为农户配送农药，这
不仅解决了农民对农药的过度使用和依赖，而且供应商回收农药包装，大大减
少了农药袋、农药瓶对土壤和河流的污染。

另一个值得推广的是“垃圾兑换模式”。新安江源头的黄山市居民可以将
村庄支流上的垃圾收集，然后去指定超市兑换生活用品，通过此种方式，调动老
百姓对水环境的保护意识。

对于新安江流域的保护，钱丽萍希望2018年国家财政退出后，下一步工作
能够有序衔接；另外，她认为，河流本身是一体的，新安江治理要遵循河流生态
规律，安徽、浙江两省要建立有效沟通，保持治理成果。

此外，钱丽萍建议在黄山设立新安江绿色经济发展示范区，大力发展新安
江特色农业、生产绿色产品，创造更多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创造经济效益，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戴玲：
用好权必能为一方民众谋得福利

“人大代表不仅是一个称号、一种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作为连任三届的“老
代表”，省人大代表、六安市裕安区环保局环评股股长戴玲感触颇深，“职务就要
履行，责任就要担当，人大代表用好手中的权力，必然能为一方民众谋得福利。”

作为一名来自皖西革命老区的环保工作者，戴玲一直在思考贫困地区的经
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共赢问题。

“我从2008年第一次当选省人大代表开始，就一直关注大别山地区生态补
偿机制，后经过多年努力和多方协调，2014年11月《安徽省大别山区水环境生
态补偿办法》终于出台，这让我感觉到异常激动和自豪。”戴玲说。

“守住大别山的绿色，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展道路，把绿色发展理念
转变成实实在在的实践。”今年参会，戴玲还就补偿的数额太低、没有健全增长
机制、范围太小等问题继续提出建议。

“提高补偿金额，建立定期增长机制，优化补偿方式，持续提升水源地生态
环境，建议灵活调整现有环保专项补偿资金为一般性转移支付，赋予地方政府
充分的自主权，统筹安排用于生态保护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同时，戴玲还建
议推动产业补偿，提升水源地经济发展水平，实施政策补偿，提升水源地可持续
发展能力，对水源地发展生态旅游、特色农业等绿色产业给予税收、融资、基础
设施配套等方面扶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