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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长株潭政协主席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在湖南省湘潭市举行，围绕“助推以

‘我的韶山行’为龙头的长株潭文旅融合协同发展”主题开展联动协商，助力湖湘

“悠久的历史文化、厚重的革命文化、鲜活的现代文化”共融共生。

核 心 阅 读

Z 政在协商

安徽淮南田家庵区政协十届四次会

议期间，区政协委员杨笑、张纯育联合

提出了《推动诗遥湾建设 打造宜居宜

游新福地》提案，引起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区委书记主动认领、领衔督办这件

重点提案，并多次深入实地进行调研、

了解情况、部署工作。如今，在区政协

的助力下，经过多轮环保整治与水利设

施建设，淮河岸线上的围网养殖、私搭

乱建、非法采砂等问题已经得到充分治

理，水清岸绿的环境基本形成。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强 调 ：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

韧性、智慧城市。”为落实这

一重要要求，2023 年天津市宝

坻区成立了城市更新提升专项

工作组，将城市更新纳入全区

重点工作。

党委政府着力要干的事，

就是政协努力推动的事。今年

年 初 ， 天 津 市 宝 坻 区 政 协 将

“推动老城区更新提升，建设

宜 居 城 市 ” 列 入 重 点 协 商 计

划，举政协之力为“宝地”宝

坻更新增动能、添活力。

为保证协商议政质量，区

政协坚持把调查研究作为“先

手棋”，把推动解决问题作为

“落脚点”，先期召开知情明政

通报会，邀请有关政府部门负

责人介绍情况，让委员们心中

有“底”。在此基础上，区政

协组织委员深入调研，摸清情

况，调研报告得到了区委主要

领导的批示与肯定。

近日，区政协“推动老城

区更新提升，建设宜居城市”

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召开，宝坻

区城市更新提升专项工作组成

员单位负责人悉数参会。

城市更新，规划先行。区

政协常委、区发改委副主任郑

国建议：“强化规划的横向协

同，对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

围内的重点地段、重点区域、

重要节点编制城市设计规划，

框定城市总体景观结构，明确

城市特色景观风貌，控制好老

城 范 围 内 开 发 强 度 、 建 筑 高

度、建筑色彩和建筑风貌。”

老城区更新提升任务中，拆迁是“重头戏”，不仅关

系着工作进度，更关系着群众的切身利益。区政协人口资

源环境和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齐立辉建议：“要继续完

善‘一户一档’，进一步摸清群众诉求，坚持先易后难与

先难后易相结合，妥善制定每户的动迁时间表和路线图，

保障群众的切身利益，确保拆迁工作顺利进行。”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区政协常委、天津市美协副主

席孟庆占认为，“要突出‘文宝坻’特色，尽力恢复古城

特有的建筑模式和人文风格，注重融入文化元素，一体化

设计宝坻老城公共设施、地标建筑，增强城市的辨识度，

彰显宝坻文化底蕴。”

……

“议题站位高、调查研究深、工作建议实。”宝坻区

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刘勇声对协商议政成果充分肯定。

他要求有关部门认真采纳政协建议，以推动老城区更新

提升为突破口，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政策支持，创新

思路方法，加快工作进度，全力推动全区城市更新工作

取得新进展。

“政协要发挥优势，积极作为，聚焦城市资本运营、

遗留问题解决、城市高品质更新建设等关键性问题，持续

深入调查研究，谋划更多实招硬招。”区政协主席田志武

表示，政协要积极协助党委政府做好解疑释惑、理顺情

绪、化解矛盾工作，以实际行动持续助力老城区更新提

升，切实为宝坻这块“宝地”的发展增动能、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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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市政协干部组织我

们现场引水，田里的秧苗算是有救

了！”看着汩汩清水流入田间，为秧

苗解了渴，村民孙家强的欣喜之情

溢于言表。

缺水、缺水、缺水……一个个

求助电话，一双双焦灼的眼睛。

5 月以来，受持续高温少雨天

气影响，湖北省当阳市部分丘陵地

带农田出现不同程度的缺水情况。

当阳市玉泉街道柳林村今年旱情也

特别严重，村里的水库干了、堰塘

干了、沟渠也干了。水稻田里，秧

苗“沮丧”地低下了头，求水成了

近日村民群众的“口头禅”。面对旱

情，面对村民群众的“揪心事”，当

阳市政协委员、驻柳林村第一书记

陈大军组织村两委干部及部分村民

代表把协商搬到了田间地头。秧苗

田里，大伙一起商量解决抗旱办

法，群策群力保粮食安全。

履职为民是政协委员职责所在，

陈大军不敢有丝毫懈怠，顶着烈日带

领村干部、村民群众来到周家湾水稻

田里察看旱情，发现这一带的秧田都

裂开了口，如果不采取措施将面临绝

收的风险。经仔细勘查，陈大军发现，

仅一路之隔的临近村三桥村水稻田

旁有一处沟渠有水。陈大军眼前一

亮，迅速组织大家现场商议，决定找三桥村“借水”。

“时间不等人，秧苗不等人，我来与三桥村商量一

下，借水应急，用涵管把水引过来”。陈大军说。

“好的，我们出劳力、出工具一起干，争取早点把水

引过来。”

“我们村委会来加强统筹协调，组织更多村民群众参

加‘施工’一起来引水。”村党总支书记苏意祥、村民代

表纷纷响应。

说干就干，经与三桥村商量征得其同意后，大家铆足

干劲马上干起来，除草清淤、平整土地、挖通沟渠、运送

涵管、现场铺设。村民群众出工的出工、出力的出力，仅

3个多小时，就顺利把水引到了秧苗田，大家晒得黝黑的

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来了，来了，来水了！”村民们纷纷奔走告知。此次

“地头协商”引水，保障了 60多亩水稻田种植用水灌溉，

涉及村民群众10余户。

据悉，面对持续干旱天气，当阳市委、市政府迅速组织

相关部门科学调配、积极应对、多措引水，为 51万亩水稻增

产增收提供水源保障，全力夯实粮食大县安全底盘。

（柯莉 王中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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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给孩子增加负担，不大操大办。”近日，河北省邯

郸市魏县沙口集镇六十疃村的郝大爷来到村里的“魏”民

协商政协委员工作联络点，将一份遗嘱交给县政协委员、

村党支部书记郝军强，表达了自己“百年之后”一切从简

的愿望。

今年 1 月，在魏县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县委书记苏

雷芳参加委员联组讨论，与郝军强互动交流时，嘱托他带

头抓一抓乡风治理，擦亮魏县乡风文明底色。郝军强问计

于村里明白人，也向县民政局等单位讨良方，几经走访、

调研、协商、讨论，确定了完善制度、宣传发力、党员带

动的乡风治理“一盘棋”思路，推动移风易俗，促进乡风

文明。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影响下，郝大爷的思想发生大

变化，便有了开头交代“后事”的场景。

“乡风治理是一方面。”郝军强说，让老百姓有问题找

得到人、说得上话、解得了忧，是设立“魏”民协商政协

委员工作联络点的初衷，也是政协委员职责所在。今年以

来，联络点已收到社情民意信息 23 件，召开面对面协商

座谈会 19 场次，政协委员、县直部门和群众代表参加 160

人次，推动解决了 8 个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这是魏县政协

探索创新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的缩影。

近年来，魏县政协积极构建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县、乡

镇 （街道）、村 （社区） 工作网：在县政协成立委员联系

界别群众工作中心，在乡镇 （街道）、界别临时党支部、

委员工作室建立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联络站，在村 （社

区） 设立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联络点。政协委员定期与

界别群众开展学习交流、协商议事、收集民意、社会服务

等活动，拉近了距离，更便于了解民声。

“30 万 元 贷 款 到 账 了 ， 购 买 饲 料 的 问 题 解 决 了 。”

“我的 18 万元贷款也到账了。”养殖户王保学、苏双景近

日向魏县飞凰养殖场总经理刘海飞表达谢意。刘海飞的

政 协 委 员 工 作 室 就 设 在 养 殖 场 ， 并 在 此 基 础 上 设 立 了

“魏”民协商政协委员工作联络站。不久前，几个养殖

户走进联络站，反映资金困难，寻求养殖经营方向。刘

海飞到他们的养殖场调研后，多次与银行沟通并作担保

人，帮助养殖户申请了低息贷款，还借助自己的行业优

势，为他们牵线搭桥签订回收保底合同，帮助他们解了

燃眉之急。

魏县政协主席刘忠良说，我们要依托政协协商平台，

让政协走进群众，尽政协所能为民解忧，擦亮“魏”民协

商品牌。

河北魏县政协探索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

“魏”民协商真为民
本报记者 高新国 通讯员 张利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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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库区水质提升助力库区水质提升

本报讯（记者 白杨）“作为有独特

历史文化内涵的、展示风土人情的‘万花

筒’，‘古墟’是过去与现代对话的重要载

体。”近日，深圳市政协文化文史委组织

委员和专家走进深圳现存最完整的客家

风格历史街道——观澜古墟，调研、讨

论、分享、建言……一起探索深圳这座年

轻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路径。

“深圳高楼大厦林立，提起这里的文

化遗产不少人却有点儿迷茫。”市政协委

员马晓歌感慨。要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她

认为首先要对文化遗产有准确的界定，

保护与传承的观念也要因地制宜、与时

俱进不断更新，要探索适合深圳发展的

文化遗产保护机制。

“十分赞同，一定要做好前期扎实的

基础研究工作。不能一看到古旧的建筑

就谈利用、谈活化……不能操之过急！”

大鹏新区博物馆副馆长黄文德最害怕修

护 完 的 古 旧 建 筑“ 整 齐 划 一 ”“ 焕 然 一

新”，“文化的多样性和生物的多样性一

样重要！”他一再强调，文化遗产的保护

和传承需要智慧、需要公众参与。

科技是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必要

手段。深圳长大的“深二代”、90 后市

政协委员徐晓萌说，我们可以激发年轻

人更多参与深圳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工作，用科技赋能，寻找传统文化与现

代生活的结合点，赋予文化遗产新的时

代内涵。

深圳目前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主要

集中在老村落、历史建筑上，像观澜一样

的历史街区对当地居民甚至一些海外侨

胞来说“是安放乡愁的地方”。市委宣传

部文艺处一级调研员胡滨表示，对深圳

文化遗产的利用可以从文艺作品创作角

度出发，与青年创作者联动，从居民的日

常生活中捕捉创作灵感。

“深圳对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要敢

于创新，敢于突破，在场景化体验，数字

化技术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市政协常委、文化文史委主任尹昌

龙表示，接下来，还将会围绕文化遗产保

护与传承开展视察监督。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这个

过程留下的东西，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

优秀的建设工程、深圳第一批拓荒者的

落脚点等对深圳来说是十分宝贵的文化

遗产。”委员们达成共识，一定要把它们

纳入保护和传承的范畴，从专业角度系

统梳理，完善相关保护体系。

深圳市政协举行“深聊会”

让年轻城市也能安放乡愁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

初夏的淮河，微风拂面。在淮河安徽淮

南段，水鸟在河边的湿地中不时显露身姿，

仿佛在欢迎着来往的船只和行人。

一条载有 20 余人的机动船，从淮上渡

口溯流而上。随着两岸的美景接踵而至，船

上的人们边看边议：

“推动人气向沿岸集聚、商业布点向沿岸

集中，撬动两岸商业、文化、观光、健身、养生、

旅游等产业，形成拥河发展的新形态。”

“ 要 通 过 生 态 系 统 治 理 、 沿 线 路 网 建

设、区域环境更新等一系列举措，持续改善

淮河沿岸面貌。”

“盘活利用好淮河沿岸滩涂、湿地、农田、

绿地等资源，推进生态开发，打造集生态保

护、科普教育、休闲游憩于一体的综合公园。”

这是日前淮南市田家庵区政协主席会议

成员率农业界、资源环境界委员开展淮河岸

线整治工作情况专题调研的现场。

伴着马达的声响，委员们你一言我一

语，立足各自行业，发挥自身优势，为进一

步提升淮河岸线生态环境，打造水清岸绿河

畅景美生态画卷积极建言献策。

这也是田家庵区委书记领衔督办区政协

重点提案的重要环节。

今年年初，田家庵区政协十届四次会议

期间，区政协委员杨笑、张纯育联合提出了

《推动诗遥湾建设 打造宜居宜游新福地》

提案，引起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区委书记主

动认领、领衔督办这件重点提案，并多次深

入实地进行调研、了解情况、部署工作。

实际上，以政协之为赋能淮河生态经济

带高质量发展，一直是田家庵区政协履职的

重要着力点。

地理位置显示，田家庵区是淮南市主城

区所在地，坐落于淮河之滨，河流穿城而过。

对于全区而言，淮河既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又是田家庵区高质量发展的宝贵资源。

“挖掘好、保护好、利用好淮河资源，

助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是田家庵的

应 尽 职 责 ， 更 是 田 家 庵 政 协 人 的 应 有 之

义。”区政协委员们这样认为。

“推进淮河城市圈堤生态大道建设，打

造十涧湖、石姚湾、下陶湾、小岛区文旅融

合项目，让淮河岸线上的四颗‘明珠’熠熠

生辉……”2022 年，淮南市政协委员、田

家庵区政协主席邱昌玖曾在淮南市政协十六

届一次会议上作题为 《打造淮河岸线亮丽明

珠 绘就城市更新时代画卷》 的大会发言，

提出打造淮河岸线“一带四珠”的建议，得

到市委领导“点赞”。

念兹在兹，躬而行之，必有回响。近年

来，淮南市委、市政府将淮河岸线综合治理

纳入全市一盘棋，并围绕淮河岸线综合治理

制定沿河村庄规划，形成“一张蓝图绘到

底”的治理思路。在此过程中，田家庵区

委、区政府成立了项目推进领导小组，积极

申请入淮水系 EOD 项目，持续深化淮河岸

线综合治理。

经过多轮环保整治与水利设施建设，淮

河岸线上的围网养殖、私搭乱建、非法采砂

等问题已经得到充分治理，水清岸绿的环境

基本形成。并围绕淮河治理与保护重塑田林

水城格局，实施滩涂梳理、沿河景观、生态

绿廊打造等工程，修复相关旧址，接续启动

相关岸线城市更新征迁，以“珍珠串链”方

式恢复淮河记忆，通过项目建设带动岸线综

合治理。

“淮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区政协将以区

委书记领衔督办重点提案为抓手，把提案办

理转化为助推淮河岸线治理的具体实践，以

涓滴之力汇成强大力量，打造沿淮生态绿色

经济带，奏响推动淮河岸线治理和高质量发

展的协奏曲。”邱昌玖表示。

安徽淮南田家庵区政协助力淮河岸线治理

“ 政 ”能 量 唱 响“ 协 ”奏 曲
通讯员 周倩倩 郑媛媛 本报记者 胡方玉

湖南是伟人故里、将帅之乡、红色热

土，“十步之内，必有芳草”，而位于湖南省

中东部的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更堪称红色

资源的宝藏之地。“红色为基，融合为要。”

近日，长株潭政协主席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

在湖南省湘潭市举行，围绕“助推以‘我的

韶山行’为龙头的长株潭文旅融合协同发

展”主题开展联动协商。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时，作

出了“长株潭一体化发展要继续抓下去，抓出

更大成效”的重要指示。今年 3 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强调，“保护好、运用好红

色资源”“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

“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据悉，省委、省政府于 2023 年 4 月启动

“我的韶山行”湖南省中小学生红色研学。统

计 数 据 显 示 ，2023 年 韶 山 共 接 待 研 学 团 队

114 批次、师生 10 万余名。“我的韶山行”起势

良好，长株潭文旅一体化发展初见成效。

湖南省政协主席毛万春高度重视湘潭红

色文旅产业发展，聚焦把韶山打造成全国顶

级红色文旅胜地，先后 7 次实地调研、把脉

问诊，统筹各方力量，组织召开区域性红色

文旅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全力呼吁争取国家

层面支持。

为进一步擦亮红色底色，今年 3 月至 4

月，长株潭三市政协组成联合调研组深入调

研，最终形成《以“我的韶山行”为龙头 构建

长株潭红色文旅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打造辐

射带动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提

案。针对长株潭红色文旅一体化发展仍存在

产业发展粗放等问题，调研组建议，打造精神

高地，探索“两个融合”的发展路径；完善产业

链条，打造文旅高质量发展核心引擎；加强统

筹协调，构建文旅一体化发展工作格局。三市

政协委员还就“依托伟人故里红色资源，打造

红色文化 IP 和精神高地”“讲好红色人文故

事”等提交社情民意信息。

“释放‘我的韶山行’品牌新势能，打

造长株潭文旅融合协同发展重要增长极。”

“充分运用好湖南红色文化资源，助力新时

代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办好学校，做大先

生，育好学生。”“推动红色旅游与数字技术

融合，丰富‘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产品供

给。”“通过农文旅融合、红色旅游和工业旅

游融合、体验和研学融合等‘红色+’模

式，让红色旅游融合发展越来越好。”……

会 上 ， 围 绕 答 好 两 道 “ 融 合 命 题 ”， 除 长

沙、株洲、湘潭三市政协委员、特邀专家之

外，娄底市、江西省萍乡市和上海市浦东新

区政协相关负责人也作为特邀嘉宾作协商

发言。

会上，长株潭三市政协签署了 《“助推

文旅融合协同发展”长株潭政协联动履职备

忘录》。根据备忘录，三市政协将围绕助推

长株潭文旅融合协同发展的联动履职品牌，

联合开展联席会议系列主题履职活动。此

外，湘潭市政协、娄底市政协与上海市浦东

新区政协、江西省萍乡市政协签署了文旅合

作履职备忘录，将开展多方面交流与合作。

在两道“融合命题”的指引下，协商建

言、交流互动、联动签约、发布精品旅游线

路等一系列活动形式新、内容实，助推湖湘

“悠久的历史文化、厚重的革命文化、鲜活

的现代文化”共融共生。共同期待，长株潭

红色文旅一体化发展正枝繁叶茂，开启万千

气象。

湖南三地政协共商长株潭文旅融合协同发展——

在红色热土上答好两道“融合命题”
本报记者 刘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