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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提案是党和政府听取民声民意、科学
民主决策、推动改进工作的重要渠道，是专门
协商机构服务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是人民政
协发挥“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作
用的有效载体。

从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到五次会议，
广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坚持准
确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积极运用提案履行
职能，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实现高效能治理，提出了许多有见地、有
价值的意见建议，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
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发挥了积极作用。据
统计，五年来，共有 28918 件提案进入国家议
事程序，并经各方采纳落实。政协提案办理的

硕果，不仅承载着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见证着承办单位的责任担当，更凝结着政协委
员把事业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不忘初
心，时刻保持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情怀。

近日，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优秀提
案和先进承办单位表彰会在北京召开。会上
宣读了 《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表彰优秀提案
和先进承办单位的决定》，表彰了 248 件优秀
提案，其中集体提案 63 件，委员提案 185 件。

一件优秀政协提案能获得相关部门的重
视和推动落实，于国于民都是好事。但您知
道这些优秀提案是怎样炼成的吗？本期我们
选取五位优秀提案获奖代表，分享自己撰写
提案的经验体会，敬请关注。

■ 编者按

优秀提案是怎样炼成的？

9月20日，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
会优秀提案和先进承办单位名单公布，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
永新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上提交
的《关于妥善解决中小学教师队伍性别
结构失衡问题的提案》榜上有名。

谈起这篇提案的“诞生”过程，朱永
新打开了“话匣子”。

“近年来，中小学教师男女比例严重
失衡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作
为以教育为主要界别的参政党，中国民
主促进会一直关注教师问题，每年召开
教师发展论坛研究教师问题。教师性别

失衡的问题，自然也引起了我的关注。”
为此，朱永新专门深入学校进行调

研，结果发现情况比想象得还要严重。
“尤其是乡村学校，男教师数量更少，且
普遍年龄偏大。我曾经调研过的醴陵
的一所乡村小学，共有近40位教师，男
教师只有三位，且年龄都在 50 岁左
右。”

作为教育学者，朱永新深知教师性
别比例失衡对学生成长的危害。基础
教育阶段是学生身体发育和心理成长
的关键时期，对学生性别角色定位和品
格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女性教师
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教育环境，不利于学
生性格、心理和行为方式的健全发展。

“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
我就想通过提案来反映，以引起全社会
的重视。”

虽然有了初步的想法并进行了走
访调研，但朱永新深知，要形成一件好
提案，仅靠调研中的直观感受是不够
的，于是他查阅了大量国内外资料，访
谈了很多教师、校长、教育工作者，在深
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在提案中提出了
实施退伍军人教师培养计划、切实提高
教师待遇水平、改革师范教育招生和培
养体制、营造尊师重教氛围等建议。

“其实，实施退伍军人教师培养计
划的建议是受到国际经验的启发。美
国1992年就提出了‘军转教计划’，英
国也提出‘从部队到教师’计划，目的就
是让退伍军人们将他们在军队学到的
才能与价值观念运用到学校课堂里，并

平衡教师性别比例。”
受此启发，朱永新在提案中建议师

范院校开通退伍军人师范生的专门招
生通道，每年招收一定数量的退伍军人
师范生；国家通过奖学金、助学金等方
式支持有从教意愿的退伍军人进入师
范院校就读；地方教育和人事部门在教
师招聘中，要优先考虑退伍军人师范
生，等等。

提案提出后，各类媒体纷纷报道，
也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教育部教师
教育司专门与朱永新联系沟通，退役军
人事务部还特意登门专访。今年6月，
退役军人事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优秀
退役军人到中小学任教的意见》，其中
吸收了朱永新提案和访谈稿中的部分
建议，上海退役军人学院也于今年正式
成立，学校的任务之一便是“使优秀退
役军人从紧握三尺钢枪的军营顺利走
上指捏三寸粉笔的讲台，成为一专多能
的优秀教师”。这也与朱永新提案中的
设想不谋而合。

履职多年，朱永新一直认为，撰写
一件好提案不容易：需要信息收集、整
合、提炼的功夫，需要专业知识和开阔
视野，需要解决问题的方法；撰写一件
好提案也很容易：只需要一颗解决问题
的心。

“这件提案，就是来源于我在调研
中时刻保持的那颗‘解决问题的心’。
能为社会真真切切地解决一点问题，是
提案者最大的愿望。”朱永新表示。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好提案需要用心“铸就”
本报记者 吕巍

“作为一名部队老兵，我脑子里酝
酿这个提案有很长时间了。”看着奖牌
上印刻的提案名称，全国政协委员、
军事科学院原副政委王卫星心中感慨
万千。

2022年9月20日下午，政协第十
三届全国委员会优秀提案和先进承办单
位表彰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248件
优秀提案和46个先进承办单位获得表
彰。

其中，王卫星作为第一提案人，在
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期间提交的
《关于重视和加强军人所赡养老人医养
保障工作的提案》榜上有名。

自2018年成为十三届全国政协委
员，王卫星始终以敏锐的观察力和严谨
的作风深入开展调研，把“质量”二字
作为提交提案的第一要求。此次获奖的
提案，就是他长期关注的问题，并为之
做出大量调查工作。

王卫星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军
人家属生活保障问题。近几年我在基层
调研发现，家庭老人健康状况位列官兵
担心问题之首。”

经过深入思考，王卫星在 《关于
重视和加强军人所赡养老人医养保障
工作的提案》 中建议，要健全完善保
障制度机制，建立军人所赡养老人保

障基金，为急、困、特老人和特需专
业力量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将军人所
赡养老人纳入军队医疗保障范围，逐
步推开“在医保基础上军队医疗机构
免费”制度，同时，加快推进军人家
属优惠医疗进程，探索医保跨省转
接，建立军人所赡养老人重病急诊保
障机制，建立全国通用的“在医保基
础上免费”制度。

该提案被列为当年全国政协重点提
案之一，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率队
开展督办调研。最终，提案中许多建议
被中央军委新颁布的《军人及军队相关
人员医疗待遇保障暂行规定》《军人抚
恤优待条例》吸纳，受到全军官兵热烈
欢迎，为备战打仗凝聚军心士气。

回顾这一届的履职之路，王卫星
“硕果累累”：《关于加强退役军人投身乡
村振兴政策制度建设的提案》列入今年
重点提案；《关于将袁隆平逝世日确定

“全国节约粮食日”的提案》在《人民政
协报》报道后，先后有160余家网站转
载，网上浏览量达2.6亿，抖音200多万
播放量，在全社会掀起了节约粮食、杜
绝浪费的热潮；两次被评为“全国政协
委员读书积极分子”，聘请为“人民政协
讲坛”特聘教授……

本届政协委员履职还剩半年时光，

这更让王卫星感到时不我待、时不我
与。他说：“做一名政协委员，不仅是
荣誉，更多的是责任。我将以初心的纯
粹忠诚履职尽责，以许党的情怀加强学
习，以不懈的姿态接续奋斗，始终竭力
为党谋、为国谋、为军谋，以一名革命
战士的作风和标准站好‘最后一班
岗’。”

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院原副政委王卫星——

以初心的纯粹忠诚履职
本报记者 刘彤

作为台盟界别履职三届的政协委
员，促进海峡两岸交流交往交融，是全
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常委骆沙鸣15
年来始终不变的履职热情和家国情
怀。近日，他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
议期间提交的《关于促进两岸社会融合
的提案》，荣获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
会优秀提案奖。

“这件提案是通过深入所联系的台
商台胞调研后，代表台盟所联系的台胞
发声撰写的。”谈起这件提案，骆沙鸣不
免有些动容，2018年3月国务院台办、

国家发改委等31个部门联合发布了“31
条惠台措施”，后续又出台了台湾居民居
住证等措施，获得了台湾同胞的广泛好
评。但是，个别地方在惠台政策具体执
行环节上还不够细致周全，影响了惠台
政策的整体社会效应。“作为台盟界别委
员，我们有责任去了解岛内的同胞以及
居住在大陆的台生、台商、台胞的所思、
所想、所期、所盼，帮他们解惑释疑，排忧
解难。”

在《关于促进两岸社会融合的提
案》中，骆沙鸣提出，可以引进台湾健康
养老、健康管理等生活性高端服务业；
柔性引进台湾高校师资教育资源；创新
台商台胞服务年活动内涵，助力台企转
型升级，优化台湾青年创业环境。

骆沙鸣的建议在有关部门看来具
有超前意识和操作性。此后，有关部门
陆续出台了惠台“26条措施”，助力台胞
台企发展的“11条措施”“农林22条措
施”，以及扩大开放台湾居民在大陆申设
个体工商户的政策，助力台胞台企分享
更多大陆发展机遇、享受更多同等待遇。

“从全国政协提案办理的答复中，
可以充分感受到有关部门推出的措施
对于台湾同胞都是十分实惠的，让大家
实实在在受益。”骆沙鸣说。

“加快区块链技术在台胞的身份管
理和版权保护等方面的线上智能应用，
这也是我在提案中提出的建议。”骆沙鸣
表示，针对这条建议的延伸办理，全国政
协有关部门还专门邀请他参加了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人民政协报社联合举办
的“云”座谈会，探讨产业区链接的机遇
与挑战。“这个细节让我感受到提案的办
理不仅务实，还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提案的高质量并不是凭空而来
的。“作为台盟界别政协委员不但要认真
解读党中央对台大政方针和理论创新，
而且还要读历史、熟台情、多倾听、善思
考，这对提高提案质量和协商办理水平
十分必要。”骆沙鸣认为，撰写提案，选题
一定要准，提案必须有导向意识，需求
导向写党政所需，解忧导向写民所虑，
问题导向写社会民生所短。调研一定
要实，坚持无调研不提案、先调研后提
案，“政协委员要有走基层的脚力，看问
题的眼力，察民情的听力，调研的过程
也是委员知情参政和履职能力提升的
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具有独特视
角、独立思考、独到见解的提案。”

骆沙鸣表示，作为台盟中央台情与
两岸关系委员会主任，他多次赴台交
流，经常走访台胞台企，坚持以换位思
维的独特视角审视现阶段两岸政策落
差及研究融合发展的热点难点。基于
此，15年间，他有19件提案被列为全国
政协重点提案办理。

“只要有委员意识，身边处处是文
章。我们想到了，我们就说，哪怕采用
了一条，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鼓舞。”骆
沙鸣就是这样时时处处、孜孜不倦地履
行着全国政协委员的职责，为两岸融合
发展鼓与呼，为促进统一思与行。

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常委骆沙鸣——

选题要准 调研要实
本报记者 孙金诚

履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刘昕，
15年来一直“坚守”在农业界。近日，
他提交的《关于加快农业标准化建设，
提升农业综合经济收益的提案》被政
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评为优秀提
案。提及这件提案，刘昕的评价是，找

准关键问题，提升提案“含金量”这是他
多年来孜孜不倦打磨提案最大的心得。

提案是政协委员的重要履职方式，
优秀提案则从一定程度反映了履职能力
和责任担当。在刘昕看来，一件提案的

“出炉”并非易事，其中所提意见建议，既
要有可行之言、管用之计、务实之策，又
要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和超前性，准确了
解中央的大政方针，理解掌握社情民意，
广集良策广聚共识。首先要自觉加强学
习，提升个人素质，增进履职能力，协商
能力，凝心聚力能力。从提案说起，刘昕
的切身感受是，要看清自身优势，建言添
助力，帮忙不添乱，找准关键问题，提出
务实管用的意见和建议，是推动提案办
理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的重要基础。

就《关于加快农业标准化建设，提
升农业综合经济收益的提案》，是刘昕
在调研中发现，农产品标准化一直是困
扰我国农产品增值的主要原因。“我国
是农业大国，但目前各地种植养殖的农
产品还缺乏系统的统一的标准化。”刘
昕认为，小农分散的国情农情，以及地
理、气候、品种、栽培（养殖）模式和
技术等的不同，许多农产品还没有相应
的国家和行业标准，不利于品牌农产品

的开发。
大问题、小切口，为了找准关键问

题，通过进一步的调研和反复研判，刘昕
提出的建议是，要把农业生产的产前、产
中、产后纳入标准化管理轨道，逐步形成
与国际接轨的国家农业标准化体系，提
升农产品质量和农业综合经济效益。

其实包括“从土地到餐桌”全程质量
控制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农产品问题
一直是刘昕多年关注的重要内容，特别
是对土壤重金属污染、农药残留污染与
地膜残留塑化剂污染治理做了大量的调
研，提交多件呼吁推动土壤污染问题治
理的提案，均获得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与及时反馈。

“农业无污染拆解秸秆是世界面临
的资源与环境重大技术难题之一。我们
团队加大科研攻关力度，目前在破解秸
秆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解聚密码，
无污染低成本拆解秸秆的关键核心技术
取得开创性重大突破。”接受记者采访
时，刘昕忍不住分享了自己团队的好消
息。可以说，作为学者，注重将科学研究
与推动农业绿色发展转型紧密对接是刘
昕这个农业界“老”委员浓浓“三农”情怀
的延展与深化。

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教授刘昕——

找准关键问题 提升提案“含金量”
本报记者 包松娅

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优秀
提案和先进承办单位表彰会上，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
医院研究中心主任肖苒在十三届三
次会议期间，联名医卫界委员提交的
《关于全面推进我国医学教育改革的
提案》被评为本届“优秀提案”之一。

肖苒表示，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收
获，是属于整个医卫界政协委员的
荣誉。

“此次获奖的提案，基于我们医
卫界别长期聚焦的重要问题。我和
医卫界其他委员，包括十二届全国政
协委员深入分析讨论后，共同提出、
形成提案。这份荣誉属于我们医卫
界。”肖苒说。

肖苒是履职两届的全国政协委
员。多年履职中，她结合自身专业，针
对医学教育提出多件提案。此次获奖
的提案内容，既包括肖苒以往工作和
调研中发现的“老问题”，也聚焦世纪
疫情暴发后出现的“新问题”。

提案指出，要加强医学教育发展
的战略研究，依托教育部医学教育专
家委员会，研究制定医学教育2030中

长期发展规划，将医学院校发展纳入医教
协同机制下的统一管理。加强临床医学
与预防医学、公共卫生课程的交叉融合，
弥补临床医学与公共卫生的裂痕。呼吁
教育部和卫健委启动医学教育改革与发
展重点项目研究的国家级课题立项，支持
医学院校进行主动的教学改革。针对我
国目前医学人才成长的现状，可以分阶
段、循序渐进地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
临床专业硕士学位体系进行规划调整。

肖苒说：“2020年暴发的全球新冠肺
炎疫情显示出医学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
重要地位，对医学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对医学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改
革的迫切要求。希望通过我们的提案，
能够为推进我国医学教育多层次、全方
位改革贡献绵薄之力。”

时光荏苒，本届履职接近尾声。回
顾这五年，肖苒清晰地感受到，全国政协
始终创新工作机制和方法，在建言资政
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展现出新时代
人民政协的新面貌。

于她个人而言，也有了新变化、新飞
跃。“在全国政协这个高水平参政议政平
台，我的调查研究能力、建言资政水平都

有了很大提高。此次能够获得优秀提案
表彰，是对我的‘委员作业’的高度认可。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能够为国
家和人民贡献智慧和力量是我的荣幸，更
是我人生的信仰。”肖苒有感而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研究中心主任肖苒——

是我的荣幸 更是我人生的信仰
本报记者 刘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