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责任编辑：邹洁 电话：0570-3838408
2022 年4 月29 日 星期五 今日关注

凝凝聚聚共共识识谋谋良良策策 实实干干兴兴衢衢绘绘蓝蓝图图
衢江区出席市两会代表委员热议政府工作报告

4 月 25 日至 4 月 26 日，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隆重召开。代市
长徐张艳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与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
表示目标催人奋进，实干成就梦想，将立足新发展阶段，奋力开启新征程。

市人大代表、白马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翁秋英：

政府工作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科学规划了未来
五年的蓝图，主题鲜明，重点突出，有高度、有深度、有温度，极具
感召力和凝聚力，非常提振信心、催人奋进。 报告中提到 2022 年
全市将成立 30 家强村公司，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更加坚定了我
发展的信心。 作为一名基层代表，今后我会认真履好职，带领全体
党员干部，围绕融入衢州发展大局，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全力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全面推进兴业富民强村工作。 依托村
集体全资公司衢州市衢南科技有限公司， 加快发展村集体经济；
依托阳光白马社会服务中心，打造留守儿童、老人幸福大院和新
廿里人共享食堂。 用心用力为民办实事，不断提升老百姓的幸福
感、获得感、安全感。

市人大代表、衢江传媒集团全媒体中心采编 余慧仙：

衢州在新征程中，迫切需要一种人文精神把广大衢州人凝聚
起来，也需要一种思想观念的跨越式转变来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
式发展。 新时代衢州人文精神提炼要注重历史传统文化的挖掘，
加强两子文化挖掘，研究姑蔑文化转化利用以及将遍布在三衢大
地上红色革命根据地展现出的不屈不饶、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
精神植入新时代。 要做一些课题调查，试着从人或市民这一视角
寻找人文精神的基因。 要顾及社会主体的多元，一个城市的人文
精神既要继承传统、体现个性，又要反映时代、引导未来。 要提炼
好关键词，确保体现出的精神有足够强的辐射力和认同度。

市人大代表、衢江区春福雕刻工作室负责人 柴春福：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迭代升级人才政策，作为一名技能人才人
大代表，我听了倍受鼓舞，感觉振奋人心。 前期，我作了调研，发现
目前工艺美术行业技能人才非常稀缺，存在青黄不接的情况。 市
政府相关部门可以有针对性地研讨出台工艺美术行业发展的产
业扶持政策，引进相关人才，营造浓厚的氛围，加大力度支持工艺
美术行业发展。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也会认真履职，开拓思路，努
力创新作品，用自己的专业技能服务社会。

市人大代表、好梦来家纺有限公司营销副总经理 葛亮：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工业强市的组合拳，招商引资注重
重大制造业这一块。 我觉得要做好这项工作，要结合新形势，迭代
升级营商环境，并聚焦产业链系统谋划，既突出“人”的因素，又关
注“物”的因素，以延链补链强链为导向，让助企惠企政策、措施更
精准、更有效，引导企业克服困难、创造佳绩。 政府可以成立专班、
专业队伍，帮助民营企业找到自身产品、生产模式与新兴产业间
的契合点， 推动企业加快转型升级。 还要加大对民营企业人才

“招、引、育、留”的政策扶持力度，帮扶企业加速实现营销模式升
级换代，多措并举，推动企业向智能化、数字化、国际化转型。

市政协委员、樟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余延金：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智慧新城、智造新城、
空港新城协同发展”。我切身感受到产城融合、开放
发展的魅力。四省边际多式联运枢纽港是空港新城
建设发展的切入点、义甬舟开放大通道西延行动的
战略支点，承载着我市向东迈向蓝色海洋经济和向
西连接内陆黄金水道建设的重任。 近年来，我市做
了大量工作，但还存在要素制约等短板。 建议加强
规划引领，进一步拓展枢纽港空间布局，通过深化
产业对接，提速基建，构建枢纽港与市区各组团的
快速交通体系，加速城市内循环，从而吸引市内外
医疗、教育优质资源向空港新城集聚。 为了提升枢
纽港美誉度和综合吸引力，建议向内充分挖掘我市
历史文化资源，向外全面融入“95 联盟花园”环线
一体化，探索“文旅观光 + 智慧产业 + 数字乡村”
共富模式。

市政协委员、衢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建斌：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医药以其独特的优
势引起公众对健康产业的关注。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也提到，深化疾控体系改革，争创中医药改革先行
市。 衢州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目前正在创建浙江
省中医药综合改革先行市。 但存在政策不健全，产
业缺乏统一、严格的标准规范，专业人才缺失，宣传
不到位等问题。 建议成立中医药工作领导小组，加
强政策引导；强化产业化理念，打造特色品牌；健全
中医药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培育中医药产业复合型
人才；启动中医药文化“六进”活动，加强宣传。

市政协委员、衢州三中教师 郑琼霞：

政府工作报告中“实施青少年心理健康关爱行
动”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需要
顶层设计，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我是学校专职心
理教师，又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看到把“关爱青
少年心理健康行动”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倍感欣慰！
市政府在用心用力办好民生实事。青少年心理健康
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全球性公共卫生
议题。 全球范围内大约有 20%-25%的青少年经历
不同程度的精神健康问题，而且呈现稳定上升的趋
势。 面对一个竞争日益加剧的世界，中国青少年是
否具有优良的心理素质不仅仅关系到自己的生存
和发展，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 让我们一
起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一起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
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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