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

2018
3·5
星期一

编
辑
吴
承
江

组
版
方

芳
校
对
陈
文
彪

今
日
关
注

3 月 3 日下午，出席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的安徽代表团在北京成立，
并举行全体会议。会议推选李锦斌为
安徽代表团团长，李国英、邓向阳、刘
惠、沈素琍、谢广祥、王翠凤为副团长。

会议审议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审议了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议程（草案），传达
了3月2日下午大会秘书处召开的代表
团召集人会议精神，通过了以安徽代表团
名义提出的18件建议。这些建议中，引
人关注的包括建议设立国家级合肥滨湖
新区（滨湖科学城）、设立安徽自由贸易试
验区及建议支持安徽省研究生教育等。

希望设立国家级合肥滨湖新区
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培育新的

区域经济增长极，带动皖江与皖北地区
协调发展，提升合肥都市圈乃至长三角
城市群国际化水平，我省拟依托合肥丰
富的创新资源和产业优势，规划面积
491 平方公里，设立国家级合肥滨湖新
区（滨湖科学城），建设国家实验室核心
区、大科学装置集中区、教育科研区，汇
聚各类创新要素，打造国家实验室和国
家科学中心的重要载体和展示窗口。
合肥滨湖新区（滨湖科学城）生态环境
优良、创新特色鲜明、综合承载能力较
强，与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联系密切，
相关指标符合设立国家级新区条件。

安徽代表团表示，合肥滨湖新区
（滨湖科学城）建设方案已根据国家发
展改革委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建议国

家尽快批复同意。

申请设立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
安徽代表团认为，安徽区位优势突

出、科技资源丰富、产业基础厚实、政策
优势明显、开放载体成熟，特别是以创
建自贸试验区为引领，主动复制上海等
自贸区改革经验，加快打造内陆开放新
高地，为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建议国家支持安徽建立以合肥、芜
湖、马鞍山综合保税区为主体，合芜蚌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平台的安徽自贸试
验区，并在方案制定、体制机制创新、基础
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具体指导和支持。

建议增加高校研究生招生指标
近年来，随着我省经济社会的高

速发展，特别是先后获批系统推进全
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合芜蚌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等，对研究生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但我省高校现有学科学位点数
量、研究生招生规模均与科技创新和
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差距较大，对创新
发展和高水平人才队伍支撑力度明显
不足。数据显示，2016 年，全省研究生
招生总数 18523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招生总数 1943 人，分别占全国 3.16%
和 2.9% ，大 大 低 于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
2017 年，招生计划数在中部六省中排
倒数第 2 位，难以适应高水平大学建设
和一流学科建设的需要。

安徽代表团建议，国家增加安徽省
高校研究生招生指标，并在新增博士硕
士授权单位授权点政策上给予支持。

安徽代表团拟提交18件集体建议
希望国家级合肥滨湖新区尽快获批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言脱贫攻坚
为世界范围内的减贫贡献“中国力量”

每年全国两会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两会讨论的、回答的，都是最关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事。两会期间，星报全媒
体特派记者采访了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们结合发展实际，畅谈脱贫攻坚，并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

1988年出生的王萌萌现担任滁州
市定远县吴圩镇西孔村党总支第一书
记，也是今年在皖人大代表中年龄最
小的代表。这次参会她主要是关注农
村贫困户如何精准脱贫。

为帮助更多贫困群众就业，王萌萌
在吴圩镇大学生村官创业基地设立就
业扶贫车间。但她渐渐发现，扶贫车间
存在建设速度慢、站点少、不够用等情
况，远远满足不了贫困户的需求。为
此，王萌萌建议，在劳动力充足的地区，
联合当地有实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或
者吸引外地有实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入驻当地建立扶贫车间（驿站），为贫困
户提供就业或者创业途径。其次，对贫

困人口较多村,增加村集体经济发展经
费或者拿出部分涉农项目，作为村集体
经济发展项目予以支持，引导村集体经
济发展扶贫车间（驿站），吸纳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人口在家门口就业。

全国人大代表王萌萌：

要建立更多的扶贫车间

穆可发历年来提交了许多高水
平、高质量的提案。

穆可发认为，脱贫攻坚是当前第
一的民生工程，“脱贫攻坚贵在精准、
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在穆
可发看来，要细之又细抓好脱贫攻坚，
实事求是，认真工作，精心规范档卡资
料，精准制定帮扶措施，真正做到精准
识别、精准帮扶、精准退出。他还说，
扶贫要先扶志，要不断激发贫困村、贫
困群众的内生动力，自觉克服“等靠
要”思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勤劳
双手改变落后面貌、创造幸福生活。

穆可发告诉记
者，今年全国两会，
自己还将继续重点

关注农村问题，尤其是农村的教育问
题，“教师人才匮乏，是农村教育最大的
痛点，特别是乡村幼儿教师。”穆可发认
为，要加大对农村的扶持力度，“不让任
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民
族掉队，希望国家对农村地区幼儿教师
给予更多的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穆可发：

脱贫攻坚成败之举
在于“精准”

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成为新
时代的“热词”之际，刘强东也带来了
关于发挥电商富农作用，打造扶贫“新
通路”的提案。

刘强东认为，贫困地区要进一步
健全农产品生产标准体系、质量认证
体系等，充分发挥农科院等技术力量
在指导贫困地区农业生产、农产品改
良育种等方面的作用，提高农产品质
量。“地方政府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
推动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大力培育和
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充分调动电商等
多种社会资源。”刘强东建议，发展

“电商+龙头企业/合作社+产业+农

户”的产业化经营新模式，使贫困地区
形成能够满足市场需求、集约化、现代
化的农业产业，提升农产品的规模效
益和市场竞争力。

▋特派记者 刘海泉 汪婷婷 马启兵

“十九大后，进入了新时代，今年，
扶贫领域仍然是我的关注重点。”全国
人大代表、省农科院副院长赵皖平谈
及扶贫问题时说道。他建议，结合“一
带一路”，把精准扶贫的理念和思想输
送出去，为世界范围内的减贫贡献出

“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例如，打
通我国贫困落后地区名特优产品及文
化旅游的消费与投资的通道，让特色
优势农产品走出去，让国际客源走进
来，助力我国扶贫事业。”

“扶贫不是扶着去脱贫，不是搀着
去脱贫，而是扶助他们去脱贫。”赵皖
平认为，在扶贫的过程当中，要注重贫
困户和非贫困户之间、贫困村和非贫
困村之间的平衡，在脱贫攻坚工作取

得阶段性成绩的同时，尚未建立有效
的长效脱贫机制。为此，赵皖平建议，
精准扶贫工作中，各级政府不能满足
于“给予式扶贫”，更为关键的是采取

“激励式扶贫”，让扶贫对象从依赖中
走出来。

全国人大代表赵皖平：

要建立长效脱贫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刘强东：

调动电商资源
打造扶贫“新通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