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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蓓 宋学宝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无疑是今年潍坊
“两会”民生热点关键词之一。2015年，潍坊
市所有县市区均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
衡县验收。在“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如何进
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协委员们普遍
认为，为了教育的健康、和谐发展，解决大班
额问题，刻不容缓。

2月16日下午，在教育界分组讨论中，潍坊
市政协委员王小红开启了“大班额”的话题。
王小红是昌乐特师附属小学的一名老师，长期
从事一线教学工作的她对当下存在的“大班
额”现象深有感触。“我们学校是昌乐县最大
的县直小学，在校生3400多人，55个班级，平均
能达到每个班级63人左右。”王小红说，学校
的班额远远超过小学平均班额45人这一标准，
直接影响到正常教学工作开展，严重制约着教
育质量的提高和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

委员们纷纷认为，要想解决“大班额”现
象，首先要有校舍、有老师，这是仅凭学校一
己之力无法解决的。

长期以来，潍坊市辖区内的很多中小学校
学生人数超出了省定标准班额，学位十分紧
张，出现了大班额现象。去年9月7日，省政府
专门下发文件，计划用2年左右的时间解决大班
额问题。潍坊市委、市政府也高度重视教育均
衡发展和解决中小学大班额问题，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把发展教育事业列为重要民生实事来
抓，近几年，通过新建、改扩建学校来缓解大
班额现象。去年10月份，安丘市、寒亭区等5个
县市区又被确定为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均衡县。
潍坊市在教育均衡发展和解决大班额问题上取
得了一定成效。

“大班额”现象虽缓解，但问题仍突出。
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6年将新建改
扩建100所标准化普惠性幼儿园，新建、扩建89
所中小学，力争两年内解决城镇中小学大班额
问题。

这一规定一出台，委员们纷纷表示支持。
王小红直言，在学校任教17年，教过最多的学
生人数76人。人数缓解就是出现在新建学校之
后，近几年，昌乐城区新建了一所公办小学、
两所民办小学，分流了一部分学生，现在一二
年级都控制在60人之内。“但是现在抓的比较
多的是校舍建设，师资配备也应该同时跟上，
两手都要抓。”王小红直言，如今县市区招收
老师数量并不多，建议相关部门做好学校发展
的长远整体规划。

王小红的观点也得到潍坊市政协委员、安
丘市教育局副局长孙献良和主任科员任瑞波的
认同。“2015年，安丘市仅城区就开建了8所义
务教育学校，大班额现象得到较大缓解，但还
没有完全解决。”任瑞波直言，城区开办了这
么多学校，但受编制限制，去年安丘共招考了
217名老师，和前几年招聘的数量差不多，师资
力量有些跟不上学校建设。

孙献良认为，将校舍标准化建设项目、校
舍改造项目与破解大班额工作相结合，科学规

划、调整学校布局，促进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同时，通过新建、改扩建和搬迁等方式，优化
调整城区学校布局，加大软硬件设施投入力
度，进一步缓解学位紧张的问题。在加快推进
校舍建设的同时，还应合理配置师资资源。他
建议可以通过积极推进中小学教师“县管校
聘”管理制度改革，深入开展义务教育学校校
长教师交流轮岗活动，促进师资力量科学化、
均衡化发展；通过推行校干兼课、音体美等学
科教师走教、压缩后勤管理人员比例等方式，
深入挖掘现有师资潜力，解决专任教师短缺的
问题；建立科学有效的教师聘用管理机制，加
大新教师补充力度，有效改善教师队伍结构。
设立临时周转编制专户，按照教师“退补相
当”的原则，解决学科结构性缺员的问题；通
过采取“建立完善中小学班主任团队激励机
制，稳妥推进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大力实施农
村教师安居工程”等措施，激发广大教师的工
作积极性。

□ 本报记者 张鹏 宋学宝

在潍坊市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记者了
解到，针对当下旱情，关于水资源的提案数量
明显上升，委员们在海绵城市建设、中水利用
和发展高效节水农业方面建言献策。

海绵城市建设需提上日程

“逢雨必涝、雨后即旱”是不少城市面临
的困境。不仅如此，雨水留不住、用水需外调
也是潍坊正在承受的难题。

“目前城市雨水只能通过排水管道实行快
排模式，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将水赶快排
走’。”委员徐世立说，缺水与内涝并存，根
本原因是忽视了水生态保护。

委员刘棣俭认为，海绵城市的本质是转变
城市规划建设理念，修复城市自然生态本底，
实现水环境改善、水资源承载能力提升、水安
全保障能力加强等多重目标，从“水适应人”
向“人适应水”转变，从“水泥城”向“生态
城”转变。

为留住水源，徐世立建议，在今后的人行
道、广场和公共停车场所等的规划设计中，尽
量采用透水铺装并铺设集水利用系统，减少水
泥硬化和石材铺装，让城市地面更多地接受雨
水滋润，且自身集水能够满足周边的树木和绿
地浇灌。

“有条件的区域，多建设下沉式绿地和广
场，让屋面雨水、路面雨水首先进入下沉式的
绿地和广场调蓄、下渗与净化，有效控制雨水
经流输出，对强降雨汇集的雨水通过就近管线
或专设管线汇流到景观河内，完成传统城市建
设的快排模式向‘渗、蓄、滞、用、排’新型
模式的目标转变。”徐世立说。

同时，刘棣俭认为，海绵城市的建设中，
政府要扮演好“决策者”和“指挥者”角色，
“这项工程涉及到规划、国土、建设、市政、
水利、环保、园林等多个职能部门，要明确各
部门在统筹推进方面的职责，并聘请国内外一
流团队负责相关设施的建设、维护、运营、管
理工作。”

中水不能“不中用”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潍坊城区用水量
和污水排放量急剧增加，2014年城市新水量为
12276 . 84万立方米，城市污水排放总量为12616万
立方米。

目前，潍坊市高校、企业和公共单位已经
建设了约20个中水处理厂，据环保部门介绍，
潍坊市城区污水处理后的污水具有水质较好和
排放量相对稳定的特点，可进行深度回用，也
是缓解水资源紧张的有效途径，比引水更为经
济。

让委员们忧心的是，目前城市污水厂及各
种用水大户的再生水未能充分发挥其潜力，出
现了中水“不中用”的现象。中水对于不少单
位和群众而言，一般还很难接受。“市民普遍
缺乏对中水的正确认识，在中水回用于生产、
生活上存在顾虑，尤其在家庭中推广中水心存
疑虑。”委员付忠东说。

据民进潍坊市委员会调查，2014年，潍坊
市中水回用总量仅为城市新水量的0 . 24%。中心
城市用水量排名前十位的行业，以工矿企业为
主，年用水量约为为6001 . 4万立方米，但中水利
用单位回用量仅为180万立方米。

此外，处理后的再生水大规模利用还有许
多限制。再生水必须通过厂外专用的再生水管
网才能提供给更多的用户，而管网投资和使用
均超越了城市污水处理厂的管辖范围。“现有
污水处理厂的规划、设计与建设目标立足于达
标排放，没有考虑中水回用，也就没有配套设
施。”付忠东说，仍有多个符合条件的小区，
迟迟没有建设中水设备，已经建成的中水处理
厂面临前期投资大、后期维修费用高、补贴政
策不到位等问题，有的甚至已经停用。

对于中水利用，付忠东建议，可以从机

关、酒店、医院、学校等地方进行突破，建立
不同类型的回用示范工程，以示范引导市民更
新观念；在投入上，可采用BOT、TOT等模
式，鼓励和吸引社会资金和外资投向中水回用
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农业是用水大户，农业灌溉用水量大约占
潍坊市年用水总量的69%，但目前农业粗放低效
用水与过量抽取地下水问题严重。

从九三学社潍坊市委员会调研材料看，农
业大中型灌区骨干工程配套率在60%左右，田间
末级渠系配套率不到40%，全市节水灌溉工程面

积430万亩，占有效灌溉面积的55%，全市农业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0 . 65左右，粮食水分生产率
1 . 4公斤/立方米左右，与先进地区还有较大差
距。

另一方面，水资源短缺的矛盾越来越突
出。因大量抽取地下水，导致寿光、寒亭、昌
邑、青州等地下水相对丰富的区域已成为全省
最大的地下水超采漏斗区，临朐、安丘、诸
城、高密等贫水区，通常情况下丰水机井通常
要深达200米左右。

高清义委员说，水资源统一管理体制尚不
健全，从管理理念到治理方式都与高效节水发
展不相配套。“高效节水发展的深层次障碍是
水权制度尚未建立，农业水价与水资源紧缺状

况不相适应迟滞了高效节水发展，水利基础设
施建设欠账较多和水利科技创新薄弱，使高效
节水发展缺乏原动力。”

九三学社潍坊市委员会建言，除去制定高
效节水农业发展规划、加快农业高效节水技术
推广、加强节水灌溉配套工程建设和推动发展
高效节水装备产业外，还要推进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按照促进节约用水、降低农民水费支
出、保障灌排工程良性运行的原则，建立科学
合理的农业用水价格形成机制，合理确定农业
水价。在渠灌区逐步实现计量到斗口，有条件
的地区要计量到田头，在井灌区推广地下水取
水计量和智能监控系统。”

城市留不住水、中水“不中用”、农业灌溉低效利用成为水源利用三道坎———

破解水源难题，还需用好水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解决“大班额”问题刻不容缓

□ 本报记者 张鹏 宋学宝

记者春节在农村走访期间，遇到过不少村
民家中无人、门庭凋敝的现象。这些院落多是
主人已迁居城镇或在村中另起新居后废弃的。
这一现象也得到了政协委员的关注。

“由于村民进城务工、经商、子女升学等
原因，造成大量宅基地闲置，现行规定不允许
宅基地交易流转，致使已定居城镇和外地的村
民不能将其拥有的宅基地进行转让，也造成部
分村民子女无法在村内申请到宅基地建房。”
政协委员高月新介绍，他知道有一个县，农村
宅基地空闲户达到14655户，占到全县宅基地
总户数的8 . 3%，闲置面积达15395亩。

不仅如此，由于部分村镇规划不合理，有
些村庄居民点用地规模远超出农村居民所需用
地规模，新一轮规划没有为宅基地预留建设空
间，致使村庄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难以衔
接，造成无宅基地可批。

自2004年以来，潍坊各县市大都出台了关
于加快中心市区“城中村”改造的意见等政
策，暂停了对改造村的宅基地审批，造成村民
没法申请宅基地。更为甚者，部分村民存在
“一户多宅”现象和违规建设使用宅基地的现
象。以某县为例，“一户多宅”达13561户，
占该县宅基地总数的7 . 67%，且建新不拆旧现
象突出。

近年来，不少城市居民在农村购置房产，
宅基地隐形交易等无序使用现象时有发生。在
农村，宅基地面积超占并不是稀罕事。以某县
为例，农村人口约占全县人口61%，农村建设
用地占全县城乡建设用地总量71 . 9%，农村居
民点户均占地达700平方米，超过山东省规定
的264平方米的上限标准近2倍。

据悉，2012年12月，潍坊市在全国率先完
成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并顺利成
为全国第一个通过国家级验收的地级市。全市
共完成193 . 82万宗宅基地调查工作，对其中

172 . 12万宗进行了登记，发证159 . 16万宗。
确权登记工作让宅基地有序使用成为可

能。“通过调查摸底，分清类型，可以研究出
台相关盘活利用政策。”高月新举例说，一些
经济较发达、宅基地使用较为紧张的村镇，可
每年留出一定数量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专门
用于农房建设或集中居住区建设。同时，村民
在申请新的宅基地时，应将原有宅基地交由集
体统一支配使用。

“改革宅基地审批制度，以单列指标做保
障，参照经济适用房地指标的管理模式，采取
‘先使用后核减’的方式。”高月新建议，村
民闲置的宅基地，各级政府可设立专项基金，
在充分尊重村民意愿的前提下，有偿收回空闲
宅基地，逐步建立宅基地有偿退出、以“宅基
地”换取居住区住房等退出机制，运用多种退
出方式和途径，在保证农民合法权益的同时，
实现宅基地有序使用、规范管理。

一退一进，宅基地改革更有序

□记者 郭继伟 报道
本报潍坊讯 去年，潍坊市政协委员和

政协各参加单位共提出提案355件，立案334
件。其中委员提案278件，市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提案54件，小组提案2件。截至去年
年底，提案所提意见建议已经解决或采纳的
占37 . 1%；列入计划解决的占59 . 3%；因条件
所限暂不能解决的占3 . 6%。

从提案情况看，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提
案71件，占提案总数的21 . 2%。委员们围绕
提升传统产业、促进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
展、打造中国艺术金融创新实验区、加快蔬
菜种业发展、重视大数据技术研发与示范应
用、大力发展健康产业等提出许多前瞻性、
战略性的意见建议，受到广泛采纳。

政治建设方面的提案18件，占总数的
5 . 4%。围绕推荐法治建设常态化、全市范围
内推进司法行政“四个中心”建设、完善基
层矛盾调处机制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在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法治潍坊建设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文化建设方面提案39件，占提案总数的
11 . 7%。提案提出的打造中国画都城市品
牌、提升全市书画产业发展水平、加强城市
塑造规划建设、加强十笏园保护、鼓励民办
博物馆建设等方面意见建议，为科学决策提
供了重要参考。

社会建设方面提案178件，占提案总数
的53 . 3%。在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规范
民办培训机构、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打造
食品药品安全强市、推动废弃油脂资源化利
用、推进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加强环
卫工人权益保障等民生问题方面建言献策。

此外，提案围绕加强南部山区生态涵
养、搞好弥河流域保护开发、建设潍河滨水
生态旅游区、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治理
噪音污染、统筹规划设置特色养殖区、推进
病死家禽家畜无害化处理、加大对隐形高毒
农药查处力度等方面的建议，多被承办单位
采纳落实。

去年近四成提案

得到解决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郭继伟

2月16日，家住潍坊市加州世纪尊品小
区的魏秀云，一出门就发现人民广场上有许
多忙碌的身影。“原来是明天要开人代会
了，前几天从微信朋友圈里看到消息说要
开，我就想关注一下相关新闻，看看今年有
什么新惠民政策。”魏秀云说，现在二孩放
开了，如果再生一个孩子，家里花销就要相
应增加了，不知道政府会不会在教育或者物
价上有所调控，或者是公共福利会不会更
好，让生活更有保障。

家住潍坊市福海花园的王兴东是退休教
师，他很早就关注着“两会”的相关信息。
“生活在这个城市，我想知道我纳税的钱，
政府花在了什么地方，对我们退休人员有没
有新政策。”王兴东说。做生意的80后小伙
杨伟超关心的则是政策方向。“我关注‘两
会’，主要是想跟着政策走，看今年有什么
新举措，侧重点在哪儿，调整生意上的一些
策略。”杨伟超说，从新闻上看了今年的工
作报告，觉得质量、效益领跑的现代农业有
发展前景，他在昌邑流转的土地可以更好地
利用起来了。

长期在潍坊从事工业生产、经营实体经
济的郇良宏，对“两会”召开有很高期待。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他希望政府能出实招，
谋实事，制定切实可行的拉动实体经济发展
的优惠政策，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让他们
了解形势，准确判断，科学转型。“万众创
新离不开政府引导，关注‘两会’是希望能
得到更多指导性的意见。”郇良宏说。

刘菲大学毕业后创建了自己的服装品
牌。她告诉记者，自己的服装文化工作室已
经营半年有余。选择自己创业的人很多，但
创建自主品牌的人却屈指可数，她的工作室
目前主要是通过熟人介绍作推广，如何开拓
更大的市场是她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在
‘互联网+’的大背景下，政府有没有针对
我们这种做自己品牌创客的更好开辟市场的
政策，是我比较关心的问题。”

在寒亭经营农家乐的刘兴利，关注最多
的是农村医疗和乡村旅游问题。“现在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并轨，具体有
些怎样的政策，乡村游下一步政府的扶持和
改造重点是啥，都是我关心的内容。”刘兴
利告诉记者。

郭德明是诸城市皇华镇村民，已经在诸
城城区给自己的独生子买好了楼房，准备等
儿子结婚后一家人都搬到城里居住。“现在
村里种地的人越来越少，条件允许的都出去
打工了。我和儿子都是农民工，都是哪里有
活儿到哪里去干，没有固定的地点，我这个
年纪在外面也干不了几年了，我很想让自己
的儿子能有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做个地地道
道的城里人，能享受到城里人的医疗教育等
好的条件。”

60岁的臧秀花是诸城市桃林镇的一位农
民，今年一月初在潍坊市人民医院做了心脏
瓣膜手术，如今已经出院回家休养，他们老
两口关心‘两会’，是想看看现在的医疗有
什么好政策，政府又出台了什么样的养老新
规定。臧秀花告诉记者：“我这病要是在十
几年前，估计就不治了。如今我赶上了国家
的新农合好政策，我们农民看病报销的比例
也提高了，手术费加住院费原本是十几万，
报销后自己掏了6万左右，我等着看看政府
还有啥新政策。”

市民关注“两会”

民生成“热门”

2月17日，委员们正在认真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为潍坊的发展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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