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新”逐“绿”，是市政协委员林勇
2023年履职时光的关键词。面对新能
源产业中氢能产业这一新赛道，林勇认
为福州大有可为！

本土考察，是林勇 2023年履职答
卷的开篇。从长乐到福清，从雪人股份
到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再到
中景石化，都留下了林勇和新能源产业
调研组成员们的身影。“福州有良好的
产业基础，更有氢能技术与产业协同发
展的先发优势。”林勇说。

“走出去”调研，是这张履职答卷的
另一亮点。在佛山，林勇和“小分队”一
起，考察了率先破解加氢站建设难题的

“佛山模式”。在广州的广汽研究院，氢
混整车、氨发动机的研发与生产，让他
对福州信心十足。

经过努力，一份凝结着林勇和调研
组成员集体智慧的“氢能观察”，被写入
了市政协“培育壮大福州新能源产业”
的调研报告。“今年，我还将为氢能发
声！”昨日，在会议现场，林勇又和记者
分享起他今年的提案——《关于福州市

氢能源产业发展的思考与建议》，“希望
福州能在政策措施、人才支撑、创新研
发上持续发力，让‘氢’风劲吹，我也会
努力写好今年的‘委员作业’”。

林勇：
专注“氢赛道”点燃“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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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团代表陈建玲：
企业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建议

多关注企业高级技师群体，并将他们
纳入一定层次的人才认定，予以政
治、工作、生活等多方面保障。同时，
要加快推动学校、社会协同育才，让
民营企业、民办学校参与进来，吸纳
更多职工与学生，多渠道、多形式促
进就业。

鼓楼团代表姚晓敏：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

前我市教育高层次人才还难以满足
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建议分阶段制定教师全员培训计划，
拓宽教育人才引进渠道，积极完善教
育人才保障机制，尽快使我市的教育
高层次人才“优起来”“多起来”“心安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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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清团代表毛旭樱：
福州第四十三中学是省内首所未

成年人专门学校，目前处于运行初期，
社会认知度有待提升。建议多渠道、
多形式加强宣传，全面展示学校教育
教学情况和矫治效果，提高社会认同
度和支持度，加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工作。

如果说，脱贫攻坚是一场“达
标赛”，那么乡村振兴更像是一场

“锦标赛”，需要不断地探索和突
破。12日，市政协委员们从问题出
发，紧扣“何以强村富民”，各抒真
知灼见。

不同的村庄各有所长，在乡村
振兴路上要因地制宜，分类引导镇
村发展，为不同地区量身打造具体
的振兴方案。

市政协委员吴聿建认为，福州
可深入挖掘乡村传统文化，抓住文
化的根和魂，助力乡村振兴。吴聿
建建议，福州可健全乡村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体系，持续开展历史文化
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申报、评审、认
定工作，以及乡土建筑调查、保护、
利用工作，使村落文化资源得到更
好的保护传承。“保护与活化两手
抓，用心保护的同时通过文化赋能
让古村落‘活’起来。”

市工商联建议，福州可因地制
宜打造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
特色产业集群，形成“一镇一园、一
县多园”的梯次布局。其中，在“产

业园”文章上，要重点推动园区建设
提质增效，通过制定特色现代农业
产业园区发展规划等办法，全力打
造集非遗文化传承、旅游观光为一

体的特色品牌产业园。
产业兴旺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基石。近年来，福州农业生产能
力持续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持续完
善、农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迈出了
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
然而，在发展路上，也存在着产业单
一、农产品种类少、多而不优、销路
不畅等短板。

怎样发挥优势、补齐短板？市
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建议，不同的村
庄要发展独具优势的特色现代农
业，不断丰富农业产品、农事景观、
环保包装、乡土文化等创意设计，着
力培育一批休闲农业知名品牌，提
升农产品附加值。

市政协委员李玉华建议，要以
“一村一品”专业村为抓手，做大做
优做强茶叶、蔬菜、水果、林竹、花卉
苗木、畜禽、水产、食用菌等乡村名
优特色产业。

何以强村富民？市政协委员热议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让农民真正富裕起来
本报记者组

在福建雪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琅岐基地种苗繁育在福建雪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琅岐基地种苗繁育
中心中心，，已出苗的秧盘整齐排列已出苗的秧盘整齐排列。。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原浩摄原浩摄

历史的洪流，在时序更替中奔
腾；发展的航船，在奋楫争先里前
行。刚过去的 2023年，福州数字经
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文旅经济
蓬勃发展，形成了六个千亿产业集
群，民生福祉不断增强，美好生活触
手可及……这一年，“有福之州”的
名气越来越响。

进入“两会时间”，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福州实践成为市政协委员们
关注和热议的话题。如何聚焦产业
练好内功？如何把海滨城市、山水
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如何持续提
升群众幸福感？委员们结合履职工
作，积极建言献策。

聚焦新型工业化
如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福州有作为】
近年来，福州以工业园区标准

化建设为抓手，加快元洪、青口等试
点园区“共享区”建设，深化产业链

“链长制”，培育壮大电子信息、生物
医药、新能源汽车、光电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
新质生产力，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

【委员献策】
眼下，具有福州特色的现代化

产业体系正加快构建。针对产业链
下一步发展，民革福州市委会建议，
福州要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坚
持强省会战略，在福州新区打造“中
国东南数据谷”，尤其要延链补链强
链。九三学社福州市委会建议，要
开展全产业链招商，做大做强恒申、
中景石化等龙头企业。同时还要加
快引进一批产业链重大项目，打响
新型材料国际品牌。

市政协委员谢挺达认为，吸引
成型龙头企业落地难度大，应围绕

“扶引大龙头、培育大集群、发展大
产业”战略部署，结合园区标准化建
设，做大做强已布局的产业链，差异
化发展特色产业。

“‘双碳’目标下，福州储能产业
发展步入快车道，福州开发区新能
源产业园、时代星云储能产业园、飞
毛腿工业园等三大储能产业园加快
建设，为产业大发展提供很好的载
体。”谢挺达表示，应在此基础上，有

效推动新能源储能上下游企业集
聚，加快打造国家级智慧储能产业
集群。

聚焦城市品质提升
城市怎样更宜居、更美好、更
有温度？

【福州有作为】
去年，苍霞新城老旧小区改造

提升、红庙岭园区垃圾资源化处理
项目双双获评中国人居环境范例
奖，建成世遗大会展示馆、美丽闽江
展示馆，“闽江之心”成为近悦远来
的城市会客厅。

【委员献策】
“无障碍环境建设中，不论是硬

件设施建设还是观念意识培养，都
值得我们投入更多关注。”带着无障
碍环境建设如何升级的思考，通过
多次实地走访，市政协委员戴雯提
出了自己的建议。她认为，要聚焦
无障碍设施的碎片化、非标准化、破
坏侵占挪用等问题，推动无障碍设
施建设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进一步明确监管主体，压实监管责
任，提升监管力度。“期待通过智能
化、信息化手段，提高无障碍出行服
务水平，让更多群众感受、理解无障

碍的意义，共同打造和谐有爱的‘无
碍’之城。”

在市政协委员刘俐看来，城区
大型社区的垃圾分类已从“新时尚”
成为百姓的“好习惯”，但不少乡村
仍存在垃圾乱丢乱放的现象。

“建议进一步规范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对厨余垃圾、可回收
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定时定点
投放、定时定点收运，因地制宜设置
投放点和投放指南。同时，学习借
鉴先进地区，在农村探索厨余垃圾
就地资源化处理模式，让大家看到
厨余垃圾确实可以通过技术，变成
对环境有益、对农作物有益的有机
土壤和肥料，不断提高前端主动垃
圾分类的积极性。”刘俐说。

聚焦民生福祉
如何让有福之州更好造福于
民？

【福州有作为】
2023年，福州交出一份沉甸甸

的民生答卷：68件为民办实事项目
全部完成，新建 5所、改扩建 8所中
小学校，建设长者食堂 60个，实施
夯实根基、赋权增效、网格治理、数
字智治、温暖民心等五大工程，进一

步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
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

【委员献策】
百姓冷暖、民生福祉是委员们

心头最大的牵挂。他们热议民生关
切，更带来了事关教育、基层治理等
诸多百姓关注的提案。

“在调研走访中，我发现不少住
宅小区存在物业与业主关系僵化、
无物业小区处于无序状态等问题，
影响了居民生活品质。”市政协委员
黄茂顶建议，要进一步健全规范业
主委员会机制，落实各社区和街道
办事处在加强业委会建设工作中的
职责，引导居民参与自治，积极构建
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此
外，要积极推行群众‘吹哨’、部门

‘报到’机制，在一线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形成全流程服务体系。”

集团化办学是福州推动优质教
育资源下沉、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
的重要抓手。民进福州市委会建
议，要创新集团化办学的教育组织
管理模式，不断完善配套制度。通
过加强办学发展规划，完善办学评
价反馈机制，构建结构合理的办学
评价队伍，加强师资队伍的内部交
流、培训，助力优质教育遍地开花。

市政协委员热议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州实践——

产业向新而行 城市向美而生
本报记者组

位于江阴的中景石化科技园位于江阴的中景石化科技园。。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林双伟摄

走进位于马尾的互联网游戏产业
园、位于福州高新区的闽台三创基地，
市政协委员于祯的 2023 年履职答卷
亮点突出——为两岸融合发展献智献
策。

于祯是民建马尾区工委主委、福州
开发区富屯新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也是福州开发区互联网游戏产业园
董事长、福州高新区闽台三创基地负责
人，多年来致力于台胞台企创业基地建
设。“产业园和基地已经形成闽台青年
合作、振兴乡村、机器人智能化、新工匠
等四大平台，入驻企业达 37家。”于祯
说。

去年，于祯提交提案，建议夯实海
丝中央法务区公共法律服务一站式平
台建设，加大对台高端人才引进力度，
助力福州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
先行城市。

一年来，不仅关注两岸融合，于祯
还聚焦民生，通过调研，他提交了儿童
友好型城市空间适儿化改造、社会适老
化改进两份提案。去年助残日，于祯与
马尾区审计局党员干部一起，来到罗星
街道、亭江镇等，走访困难人员。马尾
区审计局局长阮斌说：“于祯委员不仅

自己热心，而且发动企业家朋友，一起
参与帮扶困难群体，推动成立爱心基
金。”

今年是于祯担任市政协委员的第
三年。新的一年，于祯表示将围绕建设
现代化国际城市、两岸融合发展进一步
建言献策。

于祯：
为两岸融合发展献智献策

本报记者组

本报讯（本报记者组）12 日上
午，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开幕会
结束后，18名市民代表参加了市政

协举办的旁听市民代表座谈会。
其中，有些是大会旁听的常客，

有些是第一次走进两会现场的新面

孔。尽管年龄不同、职业各异，在座
谈会上，旁听市民代表们都抱着相
同的热情与期盼，述民意、表心声。

市民代表林峰是福州市湖滨小
学校长，他表示，作为一名教育从业
者，近年来深深感受到福州在教育
领域的投入不断增加、教育发展水
平不断提升，“期待政府一如既往地
加大对文化教育工作的支持力度，
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市政协过去一年的工作成绩
令人振奋，特别是委员们对社区养
老服务、妇儿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提
案充满民生温度。”从事社工行业的
市民代表林钦燕说，希望各级各部
门能够持续加大对社会工作服务的
投入，加强对社工人才的关注和培
养。

第一次参加座谈会的唐淋峰对
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这
项工作颇有感触：“这能够搭建起政
协委员跟群众的连心桥，以人民群
众的急难愁盼为切入口，提出更具
体、更可行、更有温度的建议。”

唐淋峰的发言得到许多其他市
民代表的赞同。来自长乐的市民代
表陈建恩说，期待能够进一步推进
委员联系点建设，让各级政协委员
与市民们能有更多互动。

呼吁应急救护知识培训走进校
园，鼓励长者食堂与老年大学、医疗
机构、文化机构等社会力量加强合
作……会场上，旁听市民代表们展
望未来、畅所欲言。市政协将“心
声”一一记录，并欢迎大家在会后通
过各种途径继续积极发声。

畅谈“心”声 展望未来

旁听市民代表座谈会举行旁听市民代表座谈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