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创意产业是北京大力发
展的高精尖产业之一， 朝阳团代
表韩峰在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
全团审议会上建议， 从市级层面
制定统一政策， 固定、 区分各个
不同文创园的功能和性质。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推动文
化创意产业功能区转型升级， 抓
好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等一
批重大项目建设， 促进文化创意
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
展。 作为市人大代表， 韩峰对于
文化产业多次调研。 韩峰说， 各
区都在打造北京文化创意产业，
以朝阳区为例 ， 以CBD、 定福
庄一代为核心承载区， 建设全国
首个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 利用
疏解腾退的场地， 建成了15个特
色文化区， 不仅没有新增产业用
地， 还实现了疏解非首都功能，
构建高精尖结构的目标， 例如北
京齿轮厂搬迁后升级为文创园。

韩峰发现 ， 各区的文创区 ，
有一种同质化竞争。 比如朝阳区
出台了15条相关政策， 这种政策
各区都有， 这就存在着政策的碎
片化。

同时， 各区的文创园也有同
质化现象出现， 可能还会有相互
竞争。 文化创意产业中不同功能
的企业 ， 对硬件的需求也不一
样， 比如动漫、 影视制作， 对网

络、 宽带的需求更大一些； 一些
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的产业，
对外部环境要求更高一些。 “能
否参照科技园区的建设。” 韩峰
说， 比如科技园区中有机器人创
新产业区、 有集成电路产业区、
智能汽车产业区等， 文化园区能
否以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实验区为
基础 ， 一个政策下建立不同园
区， 避免同质化竞争。

因此，韩峰代表建议，出台市
级统一政策， 对各区主打的文创
产业做出明确规定， 各区侧重点不
同， 比如西城可以侧重老北京文
化、 郊区可以侧重村落文化保护
等，而不是搞同样的空间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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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雾霾
要从源头治理、 京津冀如何更好
地协同发展、 网络游戏能否分级
……昨天， 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
议期间，召开了全国人大北京团部
分代表和市人大代表座谈会，14
位市人大代表提出了自己的建
议。 全国人大代表将针对基层代

表的建议，进行调研、完善后，带到
今年三月份召开的全国人代会上。

“治理雾霾” 是市人大代表
们 “点击率” 最高的话题。 朱建
岳代表希望国家尽快调查雾霾的
原因， 并建议全国人大代表在国
家层面呼吁， 加大环保部执法力
度， 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加大财

政投入。
贾树森代表则建议， 成立治

理雾霾的专业委员会， 调查雾霾
形成的原因。 同时， 组建医学专
家队伍进行深入研究雾霾对身体
的伤害， 并告知市民如何预防。

京津冀协同发展， 也是代表
们关心的问题 。 安丽娟代表提

出， 无论是环境治理， 还是汽车
限号， 京津冀三地都不统一， 建
议加强京津冀三地的立法协调，
统一立法、 检查和执法。

在民生方面， 安丽娟代表以
医疗问题为例， 建议尽快实现三
地联网实时结算。

陈维嘉代表关心居家养老问

题， 他说， 现在失能、 半失能老
人增加 ， 他们需要专业人才照
护 。 目前北京试行签约家庭医
生， 应该明确什么情况适合上门
进行医疗服务。 同时， 国家卫计
委应制定上门服务的标准和规
范 ， 明确包括收费 、 服务的标
准， 让医疗单位能够有据可循。

全国人大代表和市人大代表座谈

民生问题将带上全国人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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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此
次人代会上， 王玉梅等29位代表
联名提出了关于探索 “ 高 校 ＋
社 区 ” 融 合 养 老 新 模 式 的
议 案 。

王玉梅认为， 高校可以成为
社区融合养老重要载体 ， “高
校＋社区” 融合养老的新模式 ，
可 实 现 高 校 和 社 区 的 融 合 式
养 老 ， 有 利 于 节 约 资 源 ， 丰
富 老 年 生 活 ， 增 强 老 年 人 被
需要感和推动互助式养老， 缓解
养老压力。

以海淀区为例， 海淀区现有
高校30多所 ， 在1.5公里半径内
可覆盖退休老人的15万人 （约占
全区老人近三分之一）。 目前海
淀区有北大、 清华等公立高等院
校30多所， 以中科院为代表的科

研研究所130多家， 还有各类民
营高校。

然而， 目前大学院校、 科研
院所等尚未实现属地管理， 养老
工作依然按照原有的模式独立运
行 ， 导致资源优势难以对外辐
射。 社区因其人力、 物力、 财力
等资源非常有限， 因而其组织的
频次、 质量、 规模远低于离退休
处组织的活动。

谈到 “高校＋社区融合养
老 ” 模式具有的必要性和可行
性， 王玉梅说， 首先北京高校人
力和场地资源丰富， 高校离退休
职工学历水平高于普通社区退休
老人。 场地方面， 高校拥有众多
教室， 在假期和周末几乎处于闲
置状态， 还有运动场馆可以对社
会开放。

线下资源共享的另一关键要
素在于老人可以方便到达， 以交
通大学为例 ， 按照 15分钟步行
圈 规 定 范围 ， 相邻社区有皂君
庙东里社区、 交大嘉园和大柳树
社区等19个小区， 按照20%为60
岁以上老年人计算 ， 北京交大
大约能辐射7000多名社区老人。

王玉梅等代表建议 ， 构建
“高校＋社区” 融合养老新模式，
进一步整合和 开 发 现 有 资 源 ，
撬动社区养老市场 。 通过 1至
2年时间在海淀区选择成熟街
道开展 “高校＋社区 ” 融合养
老 试 点 。 由 街 道 牵 头 ， 社 区
居委会 、 大学离退休处实现对
接机制， 探索街道购买或共建方
式， 将高校资源、 养老服务向社
区辐射。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网
购的商品运到北京的集配站， 由
大货车向外发送， 给道路交通增
加了不少压力。 市人大代表刘小
平针对此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
“利用现有铁路货运及场地， 将
物流配送吸引到轨道交通， 打造
电商+铁路城市物流。”

刘小平代表发现， 京津冀区
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 各自为
政， 既缺乏全区域综合性统一规
划， 也缺乏市场经济下竞争形成
的产业链。 三地区域内人流趋向

以北京为中心， 发散式的交流；
而货流则以沿高速公路向空港、
天津港及大型产业、 物流基地集
散为主。 因此， 发展现代物流业
要求就迫在眉睫。

目前， 京津冀区域的物流基
本由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自主发
展。 北京主要表现在近年来网购
已成为城市白领生活的基本需
求， 导致城市物流借电商势头呈
“爆炸”式的增长。然而整个行业亟
待规范，一线业务人员入户车辆五花
八门， 集配站大多设在北京五六

环之间，动辄占地上百亩，最后汇
成高速上的长龙大货，影响交通。

与之相对应的是， 北京铁路
货运具有富余能力及闲置资源，
市内的铁路货场具有充足的场地
和储备资源， 能为城市民生物资
的仓储、 配送提供充足的保证。

刘小平代表认为， 应该充分
发挥铁路节能环保的优势， 利用
市区内铁路货运资源， 将物流配
送吸引到轨道交通， 降低市区火
车行驶量， 打造电商+铁路城市
物流模式。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北京
有一批非教育部门举办的公办幼
儿园，是学前教育的中坚力量，但
是其中不少都面临着严重的问题。
在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西城团
的全团会上，柳茹代表呼吁，给这
些幼儿园多一些关注和支持。

北京除了教育部门举办的公
办幼儿园外，还有着为数不少的非
教育部门举办的公办园，大约占到幼
儿园总数的1/3， 对于学前教育的
普及和普惠是一股中坚力量，也
是夹心层。 但是，这些幼儿园中，
有不少存在生存严峻的情况。

柳茹介绍， 首先是办园经费
的难题。 由于属于公办性质的幼

儿园， 这些幼儿园只能随着公办
幼儿园的收费标准走， 一级一类
标准是每个月750元， 但收费标
准与公办幼儿园相当， 财政投入
并没跟上， 让幼儿园运行成本和
收入之间差距很大。

同时 ， 教师编制也存在问
题。 目前， 非教育部门举办的公
办性质幼儿园， 已经采取不再增
加编制的人事制度， 没有编制，
幼儿园只能聘用临时人员， 这些
编外的教师也就没有编制内教师
的绩效工资， 完全靠收费承担。
“我们做过调研， 有的公办性质
幼儿园只有两位老师在编， 绝大
多数的老师都是编外用工。” 柳

茹告诉记者， 就因为 “两头堵”，
这类幼儿园的生存遇到了困境。

“随着二孩政策的推行，2018
年以后就将迎来一个幼儿园的入
园高峰 ， 将加剧未来的入园压
力。 ”柳茹说，在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 中提到， 大力发展学前教
育， 新建、 改扩建一批公办幼儿
园，扶持发展普惠型民办幼儿园。
“我很赞成这个说法，但能不能够
再扶持一些普惠型的公办非教育
部门办的幼儿园，多给一些支持。 ”
她建议，建立优先发展公益性和普
惠性幼儿园为主的财政投入结
构， 让更多的普惠型幼儿园也能
发展起来，让教育质量更为均衡。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市人
大代表、西城区区委书记卢映川，
在参加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全
团审议时表示， 应加强对核心区
城市街区的设计和分级分地标准
化的管理，以提升核心区品质。

作为核心区的东、 西城， 是
首都功能核心承载地， 也是历史
文化保护的精华区。 卢映川代表
认为， 核心区在整个功能转型、
文化保护以及管理和疏解提升
上， 如何进一步强化保护、 强化
政策引导十分重要。 按照城市总
规划修编要求， 核心区要进行总
量调控， 建设总量也需要调控。
同时， 空间形态、 功能配置、 人
口规模和业态品质的调控， 应该
同步进行。 空间形态体现历史文
化名城的风貌； 功能配置上， 如
何更合理， 涉及人口规模和业态
品质问题。 “从四个调控入手，
更好地推动核心区的功能完善。”

具体从路径上讲， 卢映川建
议要实行分街区的整体设计，以

街区为单元强化城市整体设计，
真正让每一片街区从整体的布
局、风格、历史特点，包括街头家
居配置等都能系统地明确下来。

同时， 推行分区域标准化的
管理， 根据核心区不同街区的功
能特点， 比如政务区、 商务区 、
商业区 、 居住区 ， 考虑管理标
准， 进一步引导整体管理水平和
管理效率的提升， 推动建立标准
的精细化。

此外， 在项目实施上， 建议
推行分单元的项目管理。 卢映川
说， 过去比如架空线入地、 建设
等， 都是按系统的实施， 但实际
上 ， 核心区往往腾挪的空间有
限， 而且项目实施如果衔接协调
不好， 对老百姓生活有很大的影
响。 建议改成以区域为单元架构
这些项目， 通盘考虑一个区域内
的项目， 比如老旧小区改造， 可
以包括环境提升、 设施配置、 道
路改造等， 能够系统地实施， 有
利于整体区域的引导和塑造。

代表建议：

推行“高校＋社区”融合养老新模式

刘小平代表：

北京应打造电商+铁路城市物流

柳茹代表：

给非教育部门公办园政策支持

卢映川代表：

应加强对核心区城市街区的设计

韩峰代表：

文创政策需统一 文创园功能应区分
□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于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