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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明芝

张福

洪美东

人物：政协委员、市公安局
泰安分局局长 洪美东

声音：2019年，在市委的坚
强领导下，政协工作取得了可喜
的成绩。此次大会，柴伟书记在
讲话中对政协工作和政协委员
提出了新要求，刘立新主席对
2020年政协工作作出了具体安
排。作为来自公安战线的政协委
员，要围绕本职工作，以打造全
国最安全地区为目标，积极履
职，把控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
发展作为重要的政治责任和担
当，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
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
彻好”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忠实履行
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确
保全市治安大局稳定，为加快推
动辽源高质量转型发展助力。

以更大作为护航辽源
高 质 量 转 型 发 展

人物：政协委员、辽源市富
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胡涵斌

声音：2020年是“十三五”规
划收官之年。作为市政协委员，
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认真
贯彻落实柴伟书记的讲话精神，
认真学习贯彻刘立新主席作的
工作报告，认真履行政协委员职
责，立足本岗，提升竞争意识、提
升服务能力，始终保持奋发有
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以饱
满的工作激情，把心思凝聚到工
作上、把功夫下到贯彻落实上，
求真务实，大展才智，释放出自
己的最大能量，为实现辽源人民
对美好居住环境的向往这一奋
斗目标，再添新志向、再注新活
力、再展新作为，为我市的经济
大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承担新使命
实现新作为

推广沙棘林
美化“母亲河”

人物：政协委员、龙山区众
星种植专业合作社副社长 赵
万军

声音：我是一名从事沙棘
种植的农民。近年来，我市沙棘
种植发展迅速，我觉得在东辽
河两岸种植沙棘非常可行。如
能在东辽河百公里河道两侧种
植沙棘，一定能成为美化、绿化
河道的靓丽风景，更能实现生
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共赢，是国家和农民增收的
好项目。

辽源是企业
投资的热土
人物：政协委员、辽源欧亚

购物中心副总经理 于明芝
声音：2019年，辽源市文化

建设和环境建设方面成绩突出，
特别是全市的交通环境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四面八方前
来的供应商对辽源城市道路的
变化纷纷表示赞赏。一个城市的
发展，离不开完善的交通，供应
商的肯定也让我们企业充满了
信心。在当前市场经营困难的背
景下，欧亚集团停工了一大批项
目，唯独辽源大项目没有停，说
明了以柴书记为核心的市领导
班子干实事、有担当。我作为一
名政协委员，也一定不负使命、
牢记初心，为辽源更好的明天建
言献策。

人物：政协委员、辽源市残
疾人联合会理事长 张福

声音：柴书记的讲话对政
协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鼓
舞和鞭策委员们把2020年工作
做得更好。刘主席所作的报告
实事求是，总结了2019年工作，
也指出了问题，同时把 2020 年
政协工作的框架线条勾勒清
楚。过去一年里，常委和委员们
在建言献策方面做了许多工
作，得到了市委和政府的大力
支持。如兰刚副主席关于自闭
症儿童的提案，由市委书记签
字督办。残联已经作出回复，应
救尽救，应补尽补。当前，关于
自闭症儿童的筛查仍然存在困
难,主席和委员们对此也都非常
关注。残联一定克服困难，将难
事办成、好事办好。作为政协委
员，在新的一年要找准新定位、
承担新使命、展望新气象、实现
新作为，将眼前的困难化作不
断创新工作的动力。

无微不至抓民生
齐心协力构和谐

人物：政协委员、龙山医疗
门诊主任 韩廷伟

声音：我市目前没有开展
门诊医保，造成一些常见病和
地方多发病得不到医保救助。
因此，我建议在门诊实行医保
补助，参照当年实行定点零售
药店的方法，选取有代表性的、
口碑好的综合门诊试点实施，
医保先少量投入资金，积累经
验后再逐渐推进。门诊医保能
够实施也是一项惠民生、顺民
意的举措，更能增加市民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

开展试点门诊医保
增加群众幸福感

人物：政协委员、长春理工
大学辽源分院院长 林中海

声音：建设一所全日制四
年本科院校，对我市的经济发
展、文化建设、留住人才等方面
将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党和
国家在 2018 年 11 月出台相关
政策，大力推动办好若干所幼
儿师范学院。因此，我建议，我
市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以吉
林师范大学辽源分院、辽源职
业技术学院为依托，以南部新
城教育园区为根基，积极筹建
吉林幼儿师范学院。

没有梧桐树
招不来金凤凰

稿件由本报记者 李及肃 任乐天 采写
图片由本报记者 夏景明 魏利军 吴培民 摄

胡涵斌

林中海

赵万军

韩廷伟

人物：政协委员、市体育总
会秘书长 刘宏国

声音：现在国家大力打造
冰雪文化，而东北地区具有得
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我们应该
打造一批健身与旅游相结合的
景点，特别是我市有众多的徒
步爱好者，他们的足迹遍布每
一个角落，应号召这些人成为
最好的冰雪旅游宣传员。现
在，滑雪是一种时尚、也是冬季
健身和促进体育消费的最好切
入点，每一个滑雪场都是一个
旅游景点。我们应修建滑雪场
地，既要把本地消费者留下来，
也要把周边滑雪爱好者吸引过
来，利用冰雪产业为辽源经济
发展作贡献。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刘宏国

赵理修

人物：政协委员、辽源市福寿宫方丈 赵理修
声音：柴伟书记的讲话直面生态环境之危、经

济下行之危、偿还债务之危，通过出实招、下大力
解决了很多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去年，市
委、市政府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完成了多项民生
工程，市容市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污水治理
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过去一年，市政协领导
多次到民族宗教场所实地走访调研，凝聚起各方
面的智慧和力量，为辽源社会的和谐稳定奠定了
基础。

解难题促发展 真抓实干见成效

开栏语：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在2019年市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人大代表们积极建言献策，聚焦民
生问题，踊跃提交代表建议。一年来，市政府及承办部门积极回应人民关切，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切实解决代表提出
的问题，回应群众期待。2020年1月7日，市八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期间，记者再次见到提交建议的代表们，请听他们说——

代表档案：省、市人
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
委员、省标记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总经理 姜伟

代表建议：《关于加
快推进我市仙人河河道
清淤工程建设的建议》

代表声音：
一泓清水穿城过，

绿柳垂岸、小桥跨河、曲
径蜿蜒、游人流连……
2019 年入秋时分，漫步
在城区仙人河平安广场
段，河岸绿树萦绕，河水
清澈见底。呼应间，自然
天成的沿河“绿廊”，让人
身心愉悦，沿河观水赏鱼
的不少市民一边用手机
记录着美丽景色，一边喃
喃自语连声说道：“河水
好清澈，鱼儿好活泼、景
色好靓丽……”这是《辽
源日报》记者在采访报
道仙人河清淤工程时市
民群众发自内心赞叹的
真实写照。

昔日“臭水河”，今
朝终于有了生机、回归

了自然……
“作为东辽河一级支

流，多年来沿岸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直接排入仙
人河，垃圾、粪污、杂物遍
布河道，水质污染变黑变
臭，成了城市形象的一道

‘疤’，辽源人心中的一种
‘痛’。过去多年，虽然几
经治理，但由于多种原
因，治标不治本，仙人河
周边环境糟透了，变成了

‘臭水河’。”回想起早前
每次到仙人河检查环境
整治看到的场景时，省、
市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
会委员，省标记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总经理姜伟心
里仍旧有些酸楚。于是，
在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期
间，他提交了《关于加快
推进我市仙人河河道清
淤工程建设的建议》。

一年过去了，谈起
如今的变化时，姜伟高
兴地说：“现在仙人河的
环境变好了，河水清亮
了，两岸变美了，河里有
鱼了，老百姓急切企盼
整治的‘臭水沟’水质得
到改善了，仙人河成了
市区的一道风景，赏心
悦目，为政府的担当、作
为点赞。”

仙人河河道清淤工
程作为辽源市城区黑臭
水体综合整治工程中的
一项重点工程，在辽源
市委、市政府的强力推
动下，市直相关部门与

县（区）协同作战，综合
施策，于 2019 年 4 月 20
日正式开工，共完成清
淤河道长度 6.65 公里，
清淤土方量约 13万立方
米，客土回填约 6万立方
米。同年 6月 27日工程
顺利完工。目前河道底
泥黑臭状态完全消失，
河水清澈，通过了环保
验收。

“去年工程开工期
间，市政府、市水利局、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等承办部门邀请我们市
人大代表深入施工现场
实地踏察，现场征求意
见，广泛听取建议，推动
工程落实落细，保障了
河道清淤工程有序开
展。”看着仙人河犹如画
境的风景时，姜伟笑着
说：“如今，我沿着仙人
河上行，一路走，一路
看，实地了解河道清淤
整治的现状。可以说，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这项工作，各承办部门
统筹规划，克服各种困
难问题，将仙人河上游
多年沉积下来的诟病彻
底清除。”姜伟说：“河道
清淤虽已整治，但长效
管理也尤为重要，希望
市政府及各承办部门定
期‘把脉’河道‘健康’，
建立健全管理机制，落
实好长效管理措施，为
辽源人民群众营造一个
清洁美丽的生态环境。”

昔日“臭水河”变成美丽仙人河
本报记者 于芯

代表档案：市人大代表、
龙山区科技局局长 崔玉巍

代表建议：《关于再次建
议禁止在我市居民居住密集
地区燃放爆竹的建议》

代表声音：
2019年 12月 13日，市长

孙弘签署第96号政府令，《辽
源市城区烟花爆竹燃放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已

于 2019年 12月 11日市政府
2019年第13次常务会议讨论
通过，将于今年 1月 15日起
施行。这意味着我市城区烟
花爆竹燃放逐渐步入规范
化、法治化、常态化管理轨
道。政策一出，城区广大市
民交口称赞。

“以前每年除了春节之
外，在居民小区里结婚、搬家
的高峰时期，经常大清早突
然轰隆隆地爆出燃放烟花爆
竹的噪音，惊扰小区内的小
孩哭闹不停、老人们一整天
精神恍惚。特别是有些人还
半夜三更放炮仗，突然响起
一阵‘嘭啪’的鞭炮声，使周
边小区居民不堪其扰。”谈起

以往城区燃放烟花爆竹的情
景时，市人大代表、龙山区科
技局局长崔玉巍颇有感触地
说道。

随着社会生态文明意识
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燃放烟
花爆竹导致空气污染、噪音
污染、引起火灾和伤害事故
等热点问题反映强烈，要求
从严控制燃放的呼声越来越
高。特别是在燃放过程中产
生大量的有害气体，不仅造
成城市空气环境严重污染，
还损害了城市的整体形象。
近几年，作为人大代表的崔
玉巍一直关注城区燃放烟花
爆竹这个热议问题，他多次
深入基层实地调研，详细了

解群众对禁限放爆竹燃放的
诉求，面对面听取群众提出
的建议和意见，并在八届四
次会议期间提交了《关于再
次建议禁止在我市居民居住
密 集 地 区 燃 放 爆 竹 的 建
议》。

建议一提，市政府积极
回应群众关切，将禁限放工
作列入我市改善民生的一项
重要工程。市政府及承办部
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国务院《烟
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有
关法律、法规，结合辽源实
际，出台了《辽源市城区烟花
爆竹燃放管理办法》，明确了
禁燃区域、场所和时间等方

面内容，进一步规范市区烟
花爆竹燃放行为。

“在低碳环保意识日益
深入人心的当下，在摆脱燃
放烟花爆竹对环境和安全问
题困扰呼声日高之际，我市
出台的《办法》根除这一积
弊，很有必要。这既是我市
打赢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改
善全市空气环境质量的关键
一环，更是回应人民群众对
水绿、天蓝、空气清新的期
盼。”崔玉巍说，环境关系你
我他，除霾治污靠大家。希
望市政府及各职能部门在加
大开展烟花爆竹禁限放宣传
活动的同时，广大群众要移
风易俗、响应号召，齐心协
力、从我做起，拒燃烟花爆
竹，享受一个文明生态的生
活，让城市更环保。

“低碳”建议 让城市更环保
本报记者 于芯

代表档案：市人大代表、
西安区仙城社区第一网格党
支部书记 初继仁

代表建议：《关于在居民
小区适当增加摄像监控的建
议》

代表声音：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

的不断发展及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人们对居住环境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住宅小区的安
防监控系统被越来越多的居
民所重视……”在市八届人大
四次会议召开期间，市人大代
表、西安区仙城社区第一网格
党支部书记初继仁提交了《关
于在居民小区适当增加摄像
监控的建议》。市公安局在收
到初继仁代表提出的建议后，
高度重视，专门责成科技通信
处安排专人研究落实，并对此
事进行回复。

据了解，市公安局自2010
年开始对我市视频监控系统
进行了5期建设，先后建设了
平安城市、平安农村、平安小

区、交通卡口、制高点监控，现
有公共点摄像头7084个，实现
了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四门落
锁”的目标，建成了点、线、面结
合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在侦查
破案、治安防范、群众求助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建设进度
及点位布局均居全省前列。
视频监控系统建设连续六年
被市委、市政府列入民生实事
工程予以推进。

2016年，市委政法委组织
两区、市住建局、市公安局等部
门确定全市159个位于城区主
干道两侧且治安防范薄弱的
小区作为改造对象，建设公共
点位摄像机3113个，基本上达

到了对全市开放式弃管小区
的视频监控全覆盖，完全能够
保证弃管小区内的出入口、重
点地段视频监控的覆盖。初
继仁代表提到的煤城新村小
区共建有监控点位62个，平安
小区监控系统点位47个，平安
城市监控系统点位15个，桥北
小区共建有监控点位29个，其
中平安小区监控系统点位 14
个，平安城市监控系统点位15
个，对小区规划的出入口已全
部覆盖，并全部在线。

随着城市建设的日益发
展，市公安局逐步加大视频监
控覆盖进程，加快推进我市的
视频监控建设。当前，我市视

频监控在线率达95%以上，建
立6小时排障机制，视频监控
全部接入市区7个分局、30个
社区警务室，由公安机关实时
监控，为打击刑事犯罪、查处治
安案件、服务群众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撑。

初继仁作为地地道道的
辽源人、老党员、市人大代表，
74岁仍然发挥余热，始终坚持
为人民发声，这是难能可贵
的。在今年召开的市八届人
大五次会议上，记者有幸再次
遇到了初继仁，这位74岁的老
代表精神矍铄、腰背挺直、脚步
沉稳、实实在在。今年，他又带
着 人 民 的 声 音 来 到“ 两
会”……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时光在变，初老初心不变，牢记
代表使命，在履职尽责的路上
继续前行。

老骥伏枥 老代表初心不变
本报记者 张莹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