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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开幕
姜异康主持 郭树清作政府工作报告 刘伟王军民出席

省人大代表于英智：

公共交通到哪

农民就能走到哪

“我几乎每个月都会听说三五
起农村交通事故，这值得我们深思。
表面来看，这是因为农民的交通意
识淡薄，农村买轿车的速度已经快
于乡村道路加宽的速度。”省人大代
表、潍坊经济开发区双杨街道前阙
庄村党支部书记于英智说。他强调，
往深处想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的交
警只在城市指挥交通，却忽视了农
村社会；我们的交通部门在城市建
立了便捷的交通环境，却忽视了农民
的出行。殊不知，不通公交车的农村还
有很多很多。农民没法坐公交，以电动
车、三轮车为代表的小交通工具就派
上了用场。然而，它们的安全隐患非常
大，交通事故自然会频频发生。

报告提出，重点加强高速公路
和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大力发
展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体系。于英
智希望，政府能够把公共交通资源
往农村倾斜一点。比如，在农村多
设立几个交通标志。同时，政府也
要对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的现在仍
在农村城乡之间运营的小公交进行
改革。因为，公共交通到哪里，农
民就能走到哪里。

省人大代表徐林收：

工商资本进入农业

农民要占股份

众所周知，工商资本具有逐利
性质。工商资本进入农业，会给农
村、农民带来风险。报告指出，制
定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监管办法。省
人大代表、高密市阚家镇松兴屯村
党支部书记徐林收认为，这对农民
来说是件大好事。工商资本可以进
入农业，但是要本着这样几条原
则。首先，要保证农民的财产权利
和基本收益。其次，不论工商资本
在农村做的产业有多大，农民一定
要占有一定的股份。只有这样，农
民才有话语权。第三，要保证一定
比例的种粮面积。工商资本不能只
为了赚钱而不顾国家粮食安全。第
四，工商资本逐利不能以牺牲农村
的环境为代价。综上，如果农民能
够占有一定股份，工商资本进入农
业的风险就可降到最小程度。

省人大代表昌云军：

每个镇村都有必要

建历史纪念室

省人大代表、山东省鲜食葡

萄研究所所长昌云军说，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花了将近20%的篇幅
讲 如 何 挖 掘 和 利 用 齐 鲁 文 化 资
源，这在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都
很少见。报告提出，逐步在每个
镇村都建立起自己的文化活动室
和历史纪念室。据他了解，绝大
多数镇村都没有历史纪念室。每
个 镇 村 都 有 必 要 建 立 历 史 纪 念
室。“历史纪念室是一个乡镇或
者一个村的根。它可以寄托游子
的乡愁；它可以凝聚一个村或乡
镇的人心；它可以寄托一个村或
镇的梦想；它甚至可以促进一个
村或乡镇的经济发展。”昌云军
说。

省政协委员贾国哲：

家庭农场

规模不能过大

针对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
“制定家庭农场基本标准”，省政
协委员、九三学社威海市委主委贾
国哲认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
他曾在2014年对家庭农场有关问题
进行过调研。他认为：国家对家庭
农场的奖励，重点在于鼓励种粮。
但是在很多地区，对种植水果、蔬
菜，还有养殖的家庭农场给予大量
补贴，违背了对家庭农场给予扶持

的初衷。
家庭农场土地流转面积也应

是适中的。但在某些地区，很多
地方无限度地扩大经营规模，有
的 甚 至 到 了 几 千 亩 。 贾 国 哲 认
为：这个不应该叫做家庭农场，
这与中央鼓励家庭农场的初衷是
背离的。

贾国哲希望有关部门在制定
家庭农场标准时，应吸取国内其
他地区成功案例的经验，多做一
些调研，做出有利于家庭农场健
康发展的方案。

省政协委员丁成建：

农村教育

要依托信息化手段

省政协委员、临沂市教育局
副局长丁成建，对报告中的“全
面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
学条件”进行了思考。他认为：
要在现阶段快速缩小城乡间教育
的差距，必须要利用教育信息化
手段。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
中，已明确提出了：构建利用信
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
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
城乡、校际差别。

丁成建说：“在义务教育这
块，必须将教育信息化放在非常

重 要 和 迫 切 的 位 置 上 。 ” 他 认
为：没有教育信息化，就没有教
育现代化。

丁成建对记者说，要缩小城乡
之间的教育差距，从建校开始，从
招聘、培养老师开始，还是太慢，二
三十年下去也不一定能赶上；但是
信息化手段可以在现阶段，让优质
教育资源均衡流动。

省政协委员潘延红：

要重视农村中小学

师资不足问题

针对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
教育问题，省政协委员、聊城大
学东昌学院院长潘延红认为：对
农村中小学师资不足问题，应引
起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

潘延红2 0 1 4年参与的调查发
现，在省内外很多地区，农村中小
学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师资特别
缺乏。在很多地方，看上去乡镇的
教师编制不缺人，但因为条件差，
在实际中，农村留不住老师。很多
安排到农村的老师，也会想方设法
往城市里去。

潘延红提议领导层高度重视
这个问题，出台一系列留住农村
中小学教师的政策，可以考虑提
高老师待遇，或者城乡老师进行
轮岗。只有这样，才能让农村的
孩子享受到每一个年龄阶段的教育
资源，让他们有师教，有师育。

政府工作报告“三农”热点解读
农村大众报记者 花宇 刘真真

1月27日，郭树清省长在山东省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总结我省过去
一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并提出
2015年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

关键词：城镇化

城镇化率

已达到55%

报告指出，2014年全省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全年生产总值5 . 94万
亿元，比上年增长8 . 7%。粮食总产
达到 9 1 9 . 3亿斤，实现“十二连
增”。农村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67 . 7%的耕地完成确权登记颁证。城
乡区域发展协调推进。启动实施新
型城镇化规划，制定发布农村新型
社区和新农村发展规划，城镇化率
达到5 5%。城镇新增就业1 1 8 . 5万
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31 . 2万
人。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00万人以
上。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分别增长8 . 7%和11 . 2%，收入比缩
小到2 . 46:1。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
加强，91%村庄实现集中供水，89%

村居实现生活垃圾标准化、无害化
处理。

积极开展新型城镇化试点，
着力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和外来务
工经商人员市民化问题。推进经
济社会发展、城乡建设、土地利
用 、 生 态 环 保 等 规 划 “ 多 规 合
一”。

关键词：规模经营

制定家庭农场

基本标准

努力解决好“三农”问题。基本
完成全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登记颁证工作。探索农户承包土地
经营权流转、抵押、担保等办法，推
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规范发展农
民合作社，制定家庭农场基本标准
和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监管办法。稳
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
改革试点，探索发展综合性产权交
易市场。进一步深化供销社改革。

积极探索城乡一体化途径，逐
步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建设用地增
加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
机制。对人口、经济和非农就业达
到镇或城市标准的地区，逐步纳入
城镇化管理并赋予相应的管理权
限，有序推动乡镇改街道和撤县设
市。深入开展“百镇建设示范行
动”，抓好农村新型社区建设。

关键词：粮食安全

千方百计

夺取农业丰收

积极应对干旱等各种不利气
候，千方百计夺取农业丰收。

加快形成千亿斤粮食产能，
实施好粮食高产创建、“渤海粮
仓”科技工程和耕地质量提升计
划。大力发展优势特色农业及畜
牧业，加快“海上粮仓”建设。
抓好黄河三角洲国家农业高新技
术开发区创建工作。加快种业创
新 ， 实 施 小 麦 、 玉 米 双 高 产 工
程。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支持
发展节水农业和水肥一体化。加
强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加快培育
新 型 职 业 农 民 。 推 进 农 业 产 业
化，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和综合
利用水平，抓好农产品保鲜物流
体系建设。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体系，整体建设农产品质量
安全县。

关键词：社会保障

探索将农民工

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巩固深化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制度
整合成果，完善居民大病保险政
策。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由每人每月75元提高到85元。城乡
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
320元提高到380元。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经费标准从人均35元提高到40

元。
抓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开

工建设和购买保障性住房 5 3 . 7万
套，其中，公共租赁住房6 . 1万套，
棚户区改造46 . 6万套。逐步从实物
保障为主转向建设和租赁补贴并
举，有序推进公租房和廉租房并
轨。探索将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
制度，把符合条件的企业建房纳入
保障房管理。

（下转A2版）

政府工作报告：有关“三农”的十个“关键词”

扫描二维码
看政府工作报告全文

◎两会进行时


	NC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