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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孙艳） 16日下
午， 北京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举行联组讨论，在“全面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 建设天蓝水清土净地
绿的美丽北京”联组讨论会上，委
员们聚焦北京生态文明建设，纷
纷为节水城市建设、垃圾分类、蓝
天保卫战、 厕所革命等问题支招
献计。有委员提出，学校和医院也
应该进行“厕所革命”。

市政协委员、 京能集团工会
主席李迅关注的是城市节水问
题。他表示，新的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2019年改善生态环境工作中，
要坚持节水优先， 珍惜用好南水
北调的水， 建议采取系列措施加
大节水城市建设力度。“南水北调
来之不易， 我们应该像爱护眼睛
一样， 爱护天天离不开的水。”李
迅提出， 应该进一步加大节水宣
传力度，让改善生态现状、改善水
资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成为市
民生活当中的一种行为和自觉，
营造节水用水爱水护水的教育氛

围。 建议在北京南水北调入水口
团结湖建设首都节水型城市的教
育基地， 让市民了解南水的来之
不易。

李迅还建议，以节水优先，结
合城市的精治共治法治， 制定北
京市基层企事业单位节水型单位
创建的奖惩办法， 评选出节水型
的机关、节水型的社区、节水型的
家庭，像评“北京榜样”一样，在全
社会引起高度的重视。

讨论会上， 市政协委员、 北
京凌盛投资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
于立荣提出， 学校、 医院也应该
进行 “厕所革命”。 她提出， 这
几年通过 “厕所革命” 的推进，
农村和城市的公共厕所卫生环境
提升很大。 但调研中发现， 学校
和医院由于属于行业厕所， 不在
“厕所革命” 范围内。 “调研的
时候， 有医生跟我们开玩笑说，
去厕所不用看指示牌， 大家闻着
味就去了。” 于立荣表示 ， 学校
是孩子密集的地方， 医院更是人

流、 气流、 废物流交叉感染比较
容易的地方， 现在农村的厕所通
过科技手段都可以做到闻不到异
味， 环境好到能开超市， 说明通
过科技手段能够做到节能 、 高
效、 卫生标准的提升。 所以， 建

议相关部门完善学校和医院的改
造厕所措施， 增加投入力度推进
“厕所革命”， 让学校、 医院也能
够达到节能、 卫生的管理标准。

市政协委员、 北京共和基业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硕为垃圾

分类支招，他表示，北京虽然开展
垃圾分类处理工作多年， 但由于
种种原因， 人们对垃圾分类的意
识以及具体实施情况和要实现的
目标还相差甚远，北京作为首都，
垃圾分类处理必须由粗放式向精
细化管理模式转变， 制定相关政
策强化垃圾的细化分类回收。

李硕建议，要用行政、经济和
科技手段推进垃圾分类实施。在
各社区尽快统一配备根据厨余垃
圾、再生资源、有害垃圾、其他垃
圾、装修垃圾等用途以绿、蓝、黄、
灰、红等颜色区分的垃圾桶，促使
居民形成通过颜色确认垃圾类型
的习惯。 并向居民发放与分色垃
圾桶相对应的印有说明的收集
袋， 使居民逐渐建立起条件反射
式收集投放习惯。同时，建议实现
市内垃圾分类主题责任全覆盖，
参照背街小巷治理街巷长制度，
明确街道和楼门责任人， 建立相
关工作机制， 确保垃圾分类基层
管理制度有效运转。 孙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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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和医院也应进行“厕所革命”

履职新时代

代表委员畅谈“保障和改善民生”

昨晚， 在市十五届人大二次
会议驻地，举行了以“保障和改善
民生”为主题的代表委员专访。教
育、卫生、养老等方面的代表委员
畅谈履职的感受和关注的问题。

市人大代表臧美华是连续三
届的老代表。“在前两届时， 主要
关心民生住房问题， 因为从参加
工作起， 我的职业和专业都在房
地产领域， 负责房屋产权交易。”
当选人大代表后， 臧美华围绕住
房方面， 写了50多份议案反映老
百姓的声音。臧美华退休后，目前
在老年产业协会担任秘书长，因
此，她又转而聚焦老年相关问题。
“首先做好调研，每个议案背后都
是经过大量调研， 这样才能写出
一个有质量、 能反映老百姓心声
的议案。”

麦峰是刚担任的政协委员 。
履职一年多来， 麦峰感触很多。

“政协对新委员履职注重培训，提
升我们的参政议政能力， 学习了
相关法律规定， 加深了对政协工
作的认识， 增强了做政协委员的
责任感和光荣感。”因为从事教育
工作， 麦峰对基础教育办学做了
大量调研，他提出的“关于加强基
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提案”，去年
被评为优秀提案。“目前市教委也
颁布了全市范围内集团办学的文
件，提的提案被采纳，让我非常有
光荣感。”今年，麦峰关注教育领
域精准扶贫工作。“就是在疏解整
治过程中， 如何为中心城区定向
安置的居民提供高质量教育。”

政协委员沈琳认为， 担任政
协委员就要深入基层了解存在的
问题， 把国家和北京市的政策传
达给群众， 同时把群众的声音反
映上来。“此前， 我反映的一个问
题， 相关政府部门一个月就给了

反馈，而且是现场办公，这也增强
了我履职的信心， 今后继续把社
情民意更多的反映上来。”

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陈艺/摄

每个议案、提案背后都经过大量调研

徐淑兰委员：

优化副中心营商环境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今年上“两会”，市政协委员、
通州区总工会副主席徐淑兰非常
关注副中心的民营企业发展问
题，她通过走访调研，发现目前要
实现副中心民营经济水平高水平
发展，还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徐
淑兰建议， 将民营经济高水平发

展纳入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建设总
体规划布局中， 打造有利于民营
经济高水平发展的营商环境。

“副中心要想发展好，必然要
有良好的营商环境。” 徐淑兰表
示， 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经济形
势， 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结构调整
难度大， 还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支
持和保障， 支持保障民营经济高
水平发展的政策体系还不完善，
政策力度小， 缺乏针对性、 连贯
性， 缺乏强有力的执行落实。此
外， 民营企业信息反馈渠道不畅
通，相关部门平台作用不凸显，方
便、快捷、高效的政府与民营企业
的沟通平台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徐淑兰建议， 将民营经济高
水平发展纳入副中心高质量建设
总体规划布局中， 科学前瞻制定
城市副中心民营经济高水平发展

规划。 深入调研了解副中心民营
经济发展现状， 开展好民营经济
大走访大调研活动， 详细了解民
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状
况，所需所想所盼。多形式关心支
持民营企业家， 倾听他们的呼声
诉求， 努力为他们解决企业发展
中的实际困难， 营造良好的政府
与民营企业“亲”“清”政商关系。

她建议， 打造有利于民营经
济高水平发展的营商环境。 制定
完善支持促进城市副中心民营经
济高水平发展系列政策体系，制
定落实最给力、最优惠政策。通过
提前走访调研民营企业， 充分征
求企业意见，制定有针对性、连贯
性的促进民营经济高水平发展和
引进高新技术人才的配套政策并
加以落实， 执行政策避免 “一刀
切”。 本报记者 孙艳/文 孙妍/摄

北京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于1月12日召开。 北京市政协委
员、 北京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聂一
菁在小组会后接受本报记者的采
访。 她表示， 此次会议， 她最为
关注的议题是中轴线地区文化遗
产保护和价值提升， 并对此提出
建议。

聂一菁表示， 根据 《北京市
城市总体规划 （2016—2035）》，
中轴线遗产核心区控制范围约
913.4公顷。 她在调研中看到，中
轴线沿线分布博物馆、图书馆、文
化馆、展览馆、创意产业聚集区、
演出场所等大量文化设施； 许多
遗产点，如故宫、天坛，目前已经
是北京市最有影响力的地标景
点。但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历
史精髓的传承、 城市功能的承载
等方面， 中轴线地区还没有实现
价值最大化， 尚有提升空间。首
先， 中轴线地区文化设施利用不
足， 影响了该地区整体文化价值
的发挥， 制约了让文物活起来的
步伐。另外，中轴线地区的文物古
迹众多， 但是缺少对古迹相关人
文底蕴、历史典故的挖掘和整理，
需要更多的以历史典故或人物为
脉络的经典线路， 开发具有品牌
价值的旅游项目。

针对以上问题，聂一菁建议：
首先， 改变中轴线地区的文化表
达方式，建立文化展示体系，让中
轴线讲故事。以各类重点文物、文
化设施、重要历史场所为带动点，
以人文典故、街道水系、文化寻访
路线为纽带，打造文化精品线路、
文化魅力场所、 文化精华地区相
结合的文化景观网络系统， 建立
更丰厚的中轴线展示体系和新表
达方式。 让人们不仅看到了古老
的建筑， 更了解到建筑背后的人
和故事。

其次，加强顶层设计，引入优
质文化活动， 使文化与文物交相
辉映， 让中轴线地区的文物活起
来。应充分利用文物、历史建筑等
文化遗产资源，建设街区博物馆、
非遗传承空间， 引入丰富的传统
文化活动，如京剧、昆曲、书画、剧
社、非遗传承展示等机构，为中轴

线的传统建筑赋予更丰富的生命
力和文化内涵， 展现传统文化的
魅力。

第三， 有针对性地打造以中
轴线为主题的文化品牌活动，带
动相关产业发展。 中轴线区域内
分布着丰富的文化设施， 如中国
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国家大
剧院、北京音乐厅、正乙祠戏楼、
广德楼戏园等， 可充分利用各类
文化场所， 精心打造以中轴线为
主题的历史文物展览、文化演出，
开发相关文化品牌衍生品， 既传
承了中轴线的文化， 又能带动相
关的文化、旅游等产业的发展。

第四，植入城市功能，使中轴
线地区更加友好。 密集的城市活
动和旅游活动对中轴线地区文化
设施和文物周边的市政管网、便
民网点、 市民公共空间、 交通停
车、 消防安全等城市功能都造成
巨大压力。经过了这两年的“疏解
整治促提升”和“背街小巷”整治
后大有改善， 但是现状仍然还存
在市民和游客在文化线路上体验
感欠佳的问题。 这就需要处理好
古都文物保护与城市功能的关
系，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巧妙植
入更多的城市功能， 营造更友好
的城市空间。

第五，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
系统推进全面提升中轴线地区文
化遗产保护、历史精髓传承、城市
功能承载、 市民游客体验等方面
的价值。

本报记者 李婧/文 孙妍/摄

聂一菁委员：

为提升中轴线地区文化价值支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