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政协7值班主任/杨朝英 责编/吕婉莹 校对/马磊 排版/王晨

2024年5月23日 星期四

如何探索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的方法与途径，协助解决基层治理工作中的实
际困难？近日，重庆市綦江区政协的探索实践入选重庆市“2024年基层改革典
型案例”。记者深入綦江区文龙街道春灯村，探寻区政协搭建“渝事好商量”平
台在助力基层治理中的创新实践故事。

核 心 阅 读

Z 履职为民

“我们学校眼下最犯难的事是教师
住宿没有着落，严重影响了学校的教
育教学质量。”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是
地方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础性资源。推
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企业义不容
辞，我们将秉持回馈社会的初心和使
命，尽企业家之责、履政协委员之
职，全力资助恰德村完小教师周转房
项目建设。”

……
近日，一场由云南省政协、曲靖

市政协、宣威市政协联动召开的以
“三级联动共协商助力乡村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为议题的院坝协商议事会议
在宣威市东山镇恰德村拉开序幕。

此次院坝协商议事会议的议题确
定，还得从云南省政协的一次调研说
起。今年 3 月，聚焦乡村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主题，省政协常委、省政协人
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黄云波带领由

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市三级政协委
员组成的调研组，深入恰德村实地调
研，走访村干部、完小教师及周边群
众，深入了解制约乡村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的突出问题。

调研组发现，近年来，由于财政
压力较大，恰德村的教师住宿楼建设
项目资金短缺，新岗教师均居住在由
老教室改建的单身宿舍内，还有教师
住在临时搭建的活动板房，生活不
便、生活环境差等问题挫伤了教师工
作积极性，教师队伍陷入了“招不
来、留不住、教不好”的困境。

调研结束后，宣威市政协聚焦发
现的问题，决定召开院坝协商议事会
议助推恰德村乡村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当天会上，在省政协、曲靖市政
协的指导下，由宣威市政协副主席余
红梅主持，三级政协委员参与，东山
镇相关部门负责人、恰德村“两委”
负责人及村民代表、完小教师代表等

围坐一堂，围绕教师住宿难等乡村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的困难和问题展开了热烈
讨论。

会上，委员们积极发言，直指乡村
教育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建议教育
主管部门要提供符合乡村教育实际的培
训，激发教师内生力。有关部门要营造
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完善乡村教
师荣誉制度，以增强乡村教师的职业认
同感和职业幸福感。

经过广泛、充分的互动协商，会议
达成三项共识：提升教师住房保障水
平，新建恰德完小教师周转房一栋；通
过网络研修、专家讲座、外出学习等形
式丰富教师在职培训模式和内容，着力
提升乡村教师专业素养和学科教学能
力；完善阶梯式、多层次的乡村教师荣
誉体系，进一步提升乡村教师的社会认
可度，增强教师的职业荣誉感、获得感
和幸福感；成立教师轮换交流管理领导
小组，建立健全镇内校点间教师轮岗交

流制度、考核奖励制度，有效调动教师
工作积极性。

“‘院坝会’不仅是基层党委和政
府的得力助手，更是人民群众与政府之
间的桥梁，同时也是村‘两委’履行职
责的新平台。”全程参会的省政协常委、
曲靖市政协主席朱党柱总结说。

会后，宣威市政协将协商成果报党
委政府采纳、交办。恰德村委会积极组
织实施恰德完小教师周转房项目建设。
省政协委员、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
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曙平积极协调建
设资金，用实际行动推动协商成果落地。

宣威市政协相关负责同志表示，院
坝协商圆满解决了困扰恰德村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的难题，这既是恰德村民生与
民心的双向奔赴，也是三级政协联动推
进院坝协商与民生高质量发展相结合的
积极探索，丰富和拓展了各级政协委员
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履职实践和履职
平台。

云南省三级政协联动破解乡村教育发展难题——

让乡村教师招得来、留得住、教得好
本报记者 吕金平 通讯员 殷照华 李焱坤

初夏时节，枝繁叶茂的黄葛树下，綦
江区政协委员、区档案馆副馆长陈平正忙
着向村民们介绍马克思主义学习班遗址的
历史背景与发掘过程。在陈平的推动下，
春灯村整合资金 80 万元，精心打造了充
满红色记忆的“信仰之路”。这条全长1.6
公里的道路不仅连接了永乐寨门与马克思
主义学习班遗址，更成为了当地红色研学
的新地标。陈平说：“我们希望通过政协
助力，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也为乡村
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而在春灯村5社小石板院落的村居议
事点，村民们每逢村子里有活动，便会聚
在一起讨论自家院子的大小事。得益于区

政协创建“一会三室”的工作机制，区政
协委员赵娅梅成为了这里的常客。她回忆
道：“以前，村子里有条小路因为村民搭
建篱笆变得狭窄难行。委员们多次上门沟
通，并组织村民在议事点协商，最终村民
主动拆除了篱笆，拓宽了道路，让大家的

出行变得更加顺畅。”
“‘一会三室’工作机制是政协协商向

基层延伸的有效载体。我们提前摸清委员的
专业、特长和意愿，结合镇街需求、平台需
求和项目需求，将全区365名政协委员安排
到 31个镇街，确保每个镇街都有 10个以上

的委员履职。”綦江区政协主席钟远平介
绍，在“渝事好商量”协商平台统领下，
区政协探索建立了 10 个委员履职平台。而
后，区政协基于“不建机构建平台建机
制”的原则，在建立镇街政协工作办公室
的基础上，创新探索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
的“一会三室”工作机制。通过基层协商
工作例会、镇街政协工作办公室、委员工
作室、村居协商议事室等平台的建设，形
成了有组织、有队伍、有阵地的基层协商
平台建设工作团队。这些平台不仅为政协
委员履职提供了“舞台”，也为群众议事提
供了“站台”。

如今，在綦江区，“渝事好商量”已经
深入人心。无论是院坝会、茶话会还是议事
亭，都成为了政协委员与群众沟通交流的桥
梁。通过这些灵活多样、“接地气”的协商
形式，政协协商已经从会场延伸到农村、社
区、企业和网络。随着“一会三室”工作机
制的深入推进，綦江区的基层治理工作正焕
发着新的活力。

重庆綦江区政协创新协商机制助力基层治理——

商量“接地气” 激发新活力
本报记者 凌云 黄典

近日，黑龙江省鹤岗市政协围绕常委会会议议题“推动科
技型企业创新发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深入高新技术企
业开展调研，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等情况，听取
企业对科技创新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建议。图为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格润森博木业有限公司技术人员介绍石墨尾矿
砂装饰地板。 魏迎军 摄

“地方美食代表着城市的人情风俗，承载着城市的历史和
文化，必须保护好、传承好。”

“鸡蛋饼、油端子、鱼汤面、虾糠馄饨……竹林大饭店里
的特色风味小吃传递着舌尖上的‘盐汁盐味’，每一种都是城
市的名片。”

“这些散落的‘最盐城’老字号、老手艺聚合在‘竹林’，
要有年轻人来承接，让盐城人念念不忘的老味道焕发新活力。”

……
近日，一场关于地方美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协商议事活

动，在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竹林委员工作室进行。
亭湖是盐城市的主城区，竹林大饭店坐落于建军路，始建

于 1951年，曾是盐城餐饮业态繁荣的代表。40年后，改建为
竹林商业城，受到新型商业综合体项目冲击，一度门庭冷落闲
置多年。

2021 年，市、区两级政协委员开展联合调研，提出把竹
林大饭店打造成盐城地标性文化餐饮综合体的建议，建设融合
地方餐饮文化、城市民俗文化于一体的地方民俗博物馆，演绎
城市更新，赓续城市文脉，留住城市记忆。

“区委、区政府非常重视，建议得到迅速采纳实施。”据竹林
委员工作室召集人孙书甜介绍，为了竹林项目出新出彩，亭湖区
政协挂牌成立竹林委员工作室，为委员搭建平台，参与地方民俗
文化、餐饮文化脉络梳理，老照片、老物件征集等项目建设、运营
的各个环节。重回百姓视野的竹林大饭店开业近 3 年火爆出
圈，成了盐城必去的打卡点。2022 年，竹林大饭店所在的建军
路商业圈被评为江苏首批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集聚区。

“目前，来自文艺、经济、民进等界别的15位市、区委员
下沉在竹林委员工作室，聚焦建军路商业圈重现‘盐城第一
街’风采，常态化开展活动。”孙书甜说，围绕区委提出的“打
造亘古通今的文化名片，让亭湖成为‘老盐城’的文化代言”
目标要求，驻室委员开展协商议事12场次，形成主城文化内涵
挖掘、文商旅街区品牌塑造、格调街区打造等建议，在区政协
全体会议、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上积极建言，得到区委书记盛艳
点赞，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

近年来，亭湖区政协紧扣区委、区政府工作中心，围绕
“一室一特色”“一室一主业”，打造文艺界、农业农村界、民
主党派等界别委员工作室8个，刘刚、成韦等名委员工作室10
个，让委员“沉”下去，履职“动”起来。

委员工作室是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协商议政的重要载
体。区政协主席孙红艳表示，将持续深化委员工作室功能模
式的实践与探索，努力把委员履职的这一重要平台嵌入特色
项目、融入中心大局，串联书香政协、提交提案、协商议事、
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履职链条，切实打造成为党委政府“好帮
手”、人民群众“连心桥”、委员履职“新平台”。

（姜银华 庄重）

江苏盐城市亭湖区政协建设委员工作室——

委员“沉”下去 履职“动”起来

Z 共同关注·教育高质量发展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在校学生是
青少年的重要主体，他们的身心健康、
全面发展，是人民群众关切、社会关注
的重大课题。日前，广西南宁市政协围
绕“关注关心在校学生心理健康问
题”召开对口协商会，委员们围绕议
题建言献策。

针对课程学习对学生身心滋养还
不够充分，专职专业的心理辅导教师
还不够充足等问题，市政协委员郭敬
锋建议提高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日常
教学融合度，通过情景教学、游戏教
学等方式加强心理健康课程的学生接
受度、家长认可度；加强中小学专职
心理教师队伍建设，用好学校“一对

一”心理辅导室。
“在推进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上，需

要研究一套细则措施，着重从如何发
现学生存在心理问题和消除学生情绪
障碍、培养健康兴趣方面细化。”市政
协常委苏春容提出了制定一个方案策
略、组建一个帮扶小组、设一个专门
信箱，每年开展一次心理测评、与学
生及家长谈一次心，每学期进行一项
体、美、劳活动、作一次手机管理汇
报等九个“一”具体建议。

作为专业医生，市政协委员黄尚
岗注意到，学生心理问题往往发现比
较晚，如何早期识别和及时干预？他
表示，学生心理问题解决需要学校、

家庭、社会、医卫等多方面共同配合，
要全面增强常见心理障碍防治和心理行
为问题的识别和干预水平，构建多部门
联动的大数据网络管理平台和相关焦虑
抑郁预警网络平台，建立线上线下心理
健康咨询服务体系和“家校医社”儿童
青少年精神心理疾病防治体系。

“全方位守护在校学生心理健康，家
庭教育也是很重要的一环，要尽快建立我
市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教育、妇
联、团市委、科协等部门共同承担起家庭
教育服务体系的工作，通过讲座、亲子活
动、片区家庭研学等，加强家庭教育的指
导工作。”市政协委员蒙丽丽说。

“改变认识非常重要！”市政协委员

赵红洋呼吁，要结合更加生动和参与感更
强的艺术创作、科普展览、医院主题开放
日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心理疾病科普，让
群众了解心理和精神疾病的发生机制、预
防及应对举措，逐步破除广大群众心理健
康负面认知、污名化和病耻感影响，提高
社会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包容度，让群众知
道何时应寻求专业帮助、敢于寻求专业帮
助、知道如何获取专业帮助。

“呵护学生的心理健康是全社会的共
同责任。”市教育局、市卫生健康委、市
妇联等部门分别就在校学生心理健康工作
作出回应。大家表示，将认真吸纳委员智
慧，切实做好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这
篇大文章。

广西南宁市政协关注在校学生心理健康——

形成守护“花朵”的“家校医社”合力
通讯员 杨雪敏 李良燕 本报记者 肖亮升

本报讯（记者 包松娅） 京津冀政协主席联席会议第十次
会议将于今年7月举办，围绕“加强产业协作，助推中国式现
代化先行区、示范区建设”主题开展跨区域协商。记者获悉，
北京市政协日前已启动调研协商工作。

北京市政协经济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调研协商将在京
津冀协同发展十年成就的基础上，以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先行
区、示范区建设为目标，立足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协同推进
新型工业化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京津冀生物医药、氢
能、网络安全和工业互联网、高端工业母机、新能源和智能网
联汽车、机器人六大产业链，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进一步
加强产业协作的意见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调研是一次联合大调研。参与调研的
除了北京市政协委员外，还包括相关民主党派市委会、区政
协、产业链委员工作室，及部分在京全国政协委员及专家学者
等。调研方式也有所创新，北京市政协在与津冀政协联合开展
跨区域调研及本市内调研的同时，还将依托产业链委员工作室
聚焦重点产业链开展针对性调研，促进调研提质增效。

“今年的调研只是一个开始。”该负责人透露，北京市政协
还将围绕这一主题，紧密跟踪市委、市政府有关工作推进情
况，深入开展建言京津冀产业协作专项工作，通过常态化收集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发展诉求建议、召开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
展研讨会等，组织委员进行持续跟踪。

京津冀三地政协今年
将聚焦产业协作联合调研协商

近日，山东省昌邑市政协组织委员就“打造一刻钟服务圈提升医保公共服务”进行专题调研。委员们先后到
都昌街道后埠村、围子街道西丁村医保驿站进行实地考察，围绕医保“小驿站”服务“大民生”积极建言献策，
助推医保公共服务更加优质更加便捷。图为委员们在围子街道西丁村医保驿站了解便民惠民情况。

张晓晓 王亚恒 摄影报道

““小驿站小驿站””服务服务““大民生大民生””

“本周有需要发布招聘信息的朋友，中午前及时联系我
们。”每周五早上，辽宁省丹东市政协微信公众号的编辑们都
会在朋友圈发布一条这样的提醒消息。

而每周四、周五，公众号编辑部里的办公电话就会响个不
停，都是需要发布招聘信息的企业打来的咨询电话。

政协工作和企业招聘为啥联系到了一起呢？
这件事的起因还得从丹东市政协委员深入企业和院校调研

说起。委员们在调研中了解到很多企业岗位急需招聘人才，同
时高校毕业生需要求职就业，但企业和高校在信息沟通上还存
有一些障碍，大家把这一情况通过社情民意信息方式及时反映
到市政协。

为解决这一矛盾，更好地为群众办实事，丹东市政协决定搭
建信息共享平台，利用微信公众号传播范围广、传递时效快的优
势，专门开辟 “供求点对点” 栏目免费为企业招聘和有就业
需求人员求职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同时，市政协联合丹东报业
旗下的“鸭绿江晚报”和“今日丹东”两家有一定影响力的公众号
同步推送，进一步扩大信息的宣传影响和传播效率。

丹东市政协微信公众号编辑部还加强与各级工商联组织、
委员企业及市内大型企业的联系，扩大岗位信息来源；建立

“为民服务群”，将有长期招聘需求的企业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
拉进群里，方便大家上传和转发信息；与丹东各高校就业部门
建立联系，将每期消息都推送给他们，供毕业生选择。

丹东市政协相关负责人介绍，“供求点对点”栏目设计之初
计划每周发一期，在编者按里留下了公众号编辑部的办公电话，
方便大家联系。后来由于汇总的信息越来越多，调整为每周五
周六发两期。栏目开设3年来，已累计推送160余期，平均每期
都提供上千个就业岗位，影响越来越大，好评越来越多。

辽宁丹东市政协——

供求“点对点”就业“心连心”
通讯员 吴延军 本报记者 王金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