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客厅】

2018年9月30日 星期日
统筹：孙友文 编辑：赵璇 美编：杨卫萍 校对：亚丽A18

加快建设“轨道上的郑州”
——访市人大代表张洲

高质量教育要做好三方面
——访市人大代表王保军

填补居家养老服务人才缺口
——访市人大代表袁晓曦

关注小额贷款公司发展
——访市政协委员李文凡

通过“一带一路”传播中医
——访市政协委员赵明宇

“中医中药是中国文化的先行者，以充满特
色和优势的中医骨伤科‘中医正骨技术’为代表
的传统中医文化是连接和助力‘一带一路’的纽
带之一。”市政协委员、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郑
州院区颈肩腰腿痛一科主任赵明宇告诉记者。
如何传播、输出充满特色的中医骨科元素及如
何以优秀的传统中医文化助力“一带一路”这一
伟大战略，面临着诸多难题和挑战。

赵明宇建议，首先要完善政策机制，加强中医
药优秀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推动将“一带一路”中
医药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其次，要加大金融
财税投入，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作用，对中医药“一

带一路”建设项目给予支持。再次，要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骨
科和中医药人才团队。培养一批中医药基本功扎实、熟练使用沿线区域语言、熟
悉国际规则的复合型人才。

提升法律辅助人员专业化水平
——访市政协委员张志勇

“城市核心竞争力正从地域条件、资源优势、
产业特色向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社会治理等软实力
转变。一些发达地区已提出让法治成为城市的核心
竞争力。郑州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理念和目标一
定要向他们看齐，让法治成为我们新的核心竞争
力。”市政协委员、新密市人民法院院长张志勇说。

张志勇表示，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
市，需要一批高层次的法律职业人才和法律辅助人
才。目前，我市司法检察、司法行政机关都存在大量
聘任制法律辅助人员，提升他们的专业化、职业化水
平关乎依法治市、公正司法的推进，显得至关重要。

张志勇建议，市人社局和市司法局共同牵头成立专业的法律辅助人员服务公
司，根据行政执法、法律服务部门和司法部门对法律辅助人员的数量和质量需求
进行人员的招录，为用人单位提供高质量、高层次的社会购买服务。

市人大代表、郑州市轨道交通公司董事长张洲
坦言，近年来郑州快速发展，令人鼓舞，凝心聚力。

“在过去的 4年里，‘畅通郑州’工程深入推
进，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达到93.6公里、累计客
运量突破 7亿人次；轨道交通 2号线二期、3号
线、5号线等加快建设，在建里程133.8公里。”张
洲表示，按照计划，今年第四季度，我市将进一
步加快“轨道上的郑州”建设，力争轨道交通三
期规划尽早获批；年底前，轨道交通 2号线二期
等线路主体结构完成，5号线实现空载试运行，
全面推进6号线市政配套工程、10号线建设。

张洲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全面加快新
型智慧城市建设，完善高速公路等骨干路网规划，加快构建以地铁、快速路网为
主体的城市立体交通体系。在此基础上，郑州地铁也将加速建设‘智慧地铁’，
不断努力满足社会公众对高品质智慧生活的需要。”

市政协委员，郑州市工商联副主席、郑州市
金水区邦成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李文凡表示，
“中小企业融资是世界性问题，近两年政策环境
不断向好，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小额
贷款公司提供了与银行相比差异性的融资服
务，显示出了独特优势和越来越强的生命力，结
合实际工作中的调研情况，他认为政府对这些
小额贷款公司的奖励和补助相对欠缺。

为此，他呼吁，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关注中小
企业生存现状，关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的小额贷款公司的生存现状，为它们提供良好
的生存环境。比如，郑州市可以通过行业协会

对它们进行评比，对小额贷款公司给予排名和颁奖；也可以对优秀的小额贷款
公司，服务中小企业数量比较多的小额贷款公司进行奖励和补助。这样也是间
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帮助中小企业顺利度过经济低迷期。

“突出高质量发展，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为
统揽”。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一句话格外吸引
市人大代表、郑州市第七中学校长王保军的关
注。他认为，高质量教育是高质量发展的充分
必要条件。为此，他建言三策。

出台教师队伍建设指导意见。政府应及时
出台具体指导意见，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教
师人人尽展其才、好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

实行校长职级制。王保军说，北京、上海、山东
等地推行职级制管理创新校长人事管理制度，成效
显著，郑州也应该快速跟进，制定“校长领航”计划。

推行学校信息化建设。加强教育信息化建设已经成为推进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实现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市应抢占先机，强力推行学校信息
化建设，为实现“智慧郑州”增砖添瓦。

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努力在幼有所育、学
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
居、弱有所扶上取得新进展”的阐述拨动了市人
大代表、河南鸿宝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袁晓曦的
心弦。针对老有所养，她就填补居家养老服务话
题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建立制度保障，积极推动护理岗位的社会认
可度。鼓励学校及教育机构组织在校学生以志
愿者身份参与老年人护理，提升并推动护理岗位
的社会认可度。鼓励物业公司建立社区居家养
老管理中心，政府给予相关优惠政策。

科学设置养老服务管理型和技能型人才比例结构，鼓励高校发展多层次
的专业认证学历学位教育体系，推动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设。加快社区信息
化建设。建立社区养老信息服务平台和老年人大数据处理中心，设置居家养
老服务一键呼叫系统，实现居家老人服务需求与专业服务相匹配。

完善路网 加快建设“轨道上的郑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