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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
热话题

政协委员为“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支招

整合资源 把黄河河南段建成标杆

好的政策落实得到不到
位，评价体系最能给出答案。
省政协委员付玉堂说，目前的
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存在不少
“短板”。有些规章、制度制定
较早，已经不符合当前社会经
济发展的趋势；有些问责、追责
过多，导致基层干部不敢作为，
不敢担当；简政放权，简单的问
题放了，难的问题难上加难；便
民窗口只是办理了简单的问
题，复杂的问题各部门仍是相
互推诿，不能形成一站式服务。

付玉堂建议，科学制定优
化营商环境管理体系与评价体
系，特别是将企业在开办过程
中、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实质

性问题纳入考核中，对办理制度
进行重新修订，科学落实问责机
制，分清主体责任和管理责任；
鼓励敢于作为敢于担当的领导
干部，要有试错机制和纠错机
制，给他们以展现的平台。

同时，对于庸政懒政、推
诿扯皮不敢于担当的要有问
责机制。制定考核细则以及
考核评价过程中要有当地企
业、协会及民众等的参与；公
示办事机构及程序，承诺办理
时间，限时完结办理任务，办
理完成后要有评价机制。对
营商环境评价督导要像督导
安全环保、精准扶贫一样抓，
打造宽松的营商环境。

“黄河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
发源地，是我国的‘母亲河’。但
如今的黄河已经成为世界罕见的
‘悬河’。所谓‘悬河’，指河床高出
两岸地面的河，又称‘地上悬河’。”
省政协委员张朝祥认为，要彻底
治理黄河“悬河”，消除黄河决堤
隐患，降低黄河水患风险。

黄河的安危对于河道两岸
经济发展、生命财产安全、社会
安定有着重大影响。张朝祥建

议，在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和中原经济区快速崛起的背景
下，省委、省政府及黄河水利委
员会要采取措施协调各方力量
彻底治理黄河“悬河”，把“地上
悬河”改造为地下河，消除黄河
决堤隐患，降低黄河水患风险，
使黄河两岸人民能够享受经济
发展带来的获得感，消除后顾
之忧，安居乐业。

张朝祥说，同时要减少下

游河道淤积导致的土地资源的
浪费，可将大部分河滩中的沙
丘改造成农田，增加可用土地
面积。再者，两岸地下水位下
降，能解决下游泄洪与土地盐
碱化问题。最后，利用地下河
功能重启黄河通航能力，促进
两岸地区临水经济发展和沿黄
生态保护建设，造福两岸人民，
实现两岸经济社会快速稳定高
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
然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何实现更好的生
态、更美的环境、更优的发展、更丰富的黄
河，成为今年河南两会代表委员共同关注
的热点话题。国家战略咋落实？委员们
带来了不少“干货”。
郑报全媒体记者 武建玲 赵文静

区域联动 构建绿色发展新模式
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
重大国家战略。

2020年 1月 3日，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
会第六次会议，研究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问
题，要求强化郑州的带动作用。

国家战略咋落实？农工党
河南省委建议，以郑州为中心打
造沿黄生态保护示范区、国家高
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和黄河历
史文化主地标，建设国家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

示范区，努力培育华夏文明之
源、黄河文化之魂的主地标地
位，使之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华民
族传承有序、自强不息、砥砺奋
进的重要窗口和中部崛起、中原
出彩、河南振兴的重要平台。

“核心示范区建设工作要实
行全省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
开发和建设。”农工党河南省委认
为，要实行多元投入机制，积极
争取国家对核心示范区的基础
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
的资金支持。要研究设立黄河
区域一体化发展基金，支持区域
内生态环境保护、扶贫搬迁、科
技农业、文化建设以及重大问题
的研究和重大规划的编制等，探

索沿黄地区保护发展互相联动、
协同发展的新机制。

农工党河南省委建议，实
行区域联动共建，推进区域内
“堤（岸）、疏、蓄、滞”综合治理
工程布局，重点抓好森林屏障
工程，着力抓好湿地公园工程，
聚力打造沿黄区域生态修复改
善、保护管控、联防协作示范
区。坚持创新驱动，充分利用
该区域生态优势、双创示范基
地，广泛对接郑州、洛阳、新乡、
焦作、开封等沿黄城市科技和
产业优势，建设开放互通、布局
合理的区域创新体系，着力构
建中原集群联动优势互补的绿
色发展新模式。

整合资源 率先建成标杆河段
“我们要整合政府部门职

能建立合作协调工作机制，重
点解决发改、科技、工信、财政、
建设、自然资源、环保、农林、水
利、文旅等政府部门的协作衔
接。整合各类财政资金支持，
争取国家重大专项和基金投
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等，建立
良好的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
在省政协委员徐金柱看来，必
须整合各类资源促进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徐金柱认为，还要加大基
础性研究，建设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国家重点实
验室，依托黄河水利委员会和
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和华北水
利水电大学等开展基础性研
究，打造全国唯一且领先的多
领域、多学科协同发展的综合
型实验研究平台，为黄河的长
治久安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省政协委员张强建议，要
科学制订黄河生态文化带建设
发展规划，涉及黄河生态文化
带建设保护的点段、区域及标
准，开发的范围、方式及限度，

还涉及与国家战略规划、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相衔接
等。要在广泛调查、深入研讨
论证的基础上，坚持突出五大
发展理念、服务国家总体战
略、凸显黄河河南段特色的原
则，作出包括立法在内的制度
性安排，防止一哄而上、无序
盲目建设。要超前思考、深入
调研，认真筛选重大项目，争
取列入国家盘子，全力争取中
央政策、资金和智力支持，努力
把黄河河南段率先建设成标杆
河段。

彻底治理 重启黄河通航能力

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政协委员带来金点子

提高“工匠”
及高技能工人待遇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成长发展的土壤，也是不
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如何才能为各
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破堵点、解难题，营造好的营商
环境？政协委员们带来了他们的金点子。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丽君

优化县域民营企业营商环境
县域民营企业是构筑我省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
撑，省政协委员宋忠民说，融
资难、融资贵，高层次人才引
进难、留不住，应用型技术工
人缺乏等问题依然是制约县
域民营企业发展的难题。

宋忠民建议，政府加强部
门系统整合，打破层级壁垒，
实现政务服务网与各级部门、
县区间数据系统的融合对接，
提升基层部门工作人员的政策
把握能力，建立完善监督机制。

在金融服务方面，宋忠民
建议尽快设立民营企业存量

资金流转交易平台，引导破产
企业、僵尸企业、落后产能企
业开展存量资产盘活工作。
对技术先进、优势明显、带动
和支撑作用强的民营企业，要
优先给予信贷支持，并在贷款额
度、期限和利率方面予以倾斜。

人才方面，优化人才政
策，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宋忠民
建议，进一步细化本区域优秀
人才认定标准、用人待遇、奖
励措施等，提高“工匠”“高技
能技术工人”的待遇，加大对
本地剩余劳动力岗前技能培
训，提高用工质量和效率。

把优化营商环境真正落到实处
2019年 10月 8日国务院

第66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自2020年1月
1日起施行。省政协委员朱学习
说，《条例》的基本原则是优化
营商环境应当坚持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为各类市场主
体投资兴业营造稳定、公平、
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环境。朱
学习建议，我省尽快出台《河南
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及与
之配套的规章制度，以便于推
动工作开展。

“好的政策也要有好的落
实。”省政协委员张振志建议，
首先要加大学习宣传力度，
各级党校将《条例》列入党校
教育培训计划。在主流媒体
开设“优化营商环境”专题专
栏，广泛宣传各单位、各部门、
各县（市）区在营商环境建设中
涌现出的好经验。

张振志建议在地市级、省
级发改部门成立营商环境监
督管理局，专门解决涉及营商
环境投诉问题。

建立科学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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