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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城 两 会 02

运城晚报讯（记者 孙雄）在圆满完
成各项议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五届运城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3月
28日上午胜利闭幕。

会议号召，全市政协各级组织、各参
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
围，在中共运城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振奋
龙马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开拓创新，务实
进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运城篇章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

市委书记丁小强，市委副书记、市长
储祥好，市政协主席陈杰，市政协原主席
张润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协
党组副书记王志峰，市政协副主席刘国义、
翟冬鸿、张东婷、梁清燕、王平安、李培鸿、
何伟，市政协秘书长刘东吉出席闭幕大会
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陈杰主持闭幕大会。

市领导那志茂、李晓武、曹晓亮、
赵晔、郭新武、乔登州、廉广锋、贾爱珍、
潘志孝、杜中伟、张建元、刘春安、张锐，
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宏志，市政协一级巡
视员范安龙，市法检两长，我市退下来的
市级领导，大会当日执行主席在主席台
就座。住运十三届省政协委员、应邀列

席会议的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应到委员356名，实到委员331

名，符合规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五届运城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
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
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运城
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市政协五届二
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
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
届运城市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市政协
五届三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表
决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
运城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政治决议。

陈杰在讲话中指出，2024年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是人民政协
成立75周年。希望全市政协各级组织和
广大政协委员继续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作为工作主线，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
题，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
政水平，着力推动人民政协事业在继承中
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为助推运城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陈杰指出，政协之政是政治之“政”，
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不折不扣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

和省委、市委安排部署，切实把党的领导
贯穿到政协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坚
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凝心铸魂，把坚定捍卫“两个确立”作
为最深刻的政治领悟，把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政治规矩，从
根本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持续推进政协系统党的建设，以高
质量党建引领高水平履职，推动党的组
织对党员委员的全覆盖、党的工作对政
协委员的全覆盖。政协之协是协商之

“协”，要提升协商成效，切实发挥专门协
商机构作用，积极培育协商文化，注重求
同存异，尊重意见表达；不断创新协商方
式，拓展协商新视野，寻找协商新角度；
全面提高协商质量，对明确规定需要政
协协商的要坚决履职，找准问题切入点，
把握建言着力点，敢于说真话、察实情，
善于谋实策、建真言。政协之责是协助
之“责”，要找准性质定位，始终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
的优势，紧扣市委五届六次全会暨市委
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积极协
商议政，深入建言献策，协助市委、市政
府科学决策；发挥政协联系广泛、渠道畅
通的优势，进一步扩大运城对外开放；发

挥政协文史工作的独特优势，为助力我
市打造全省旅游热点门户城市、推动文
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政协
之声是团结之“声”，要广泛凝聚共识，画
出最大同心圆，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的
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不断增进对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
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充分发
挥好政协统战功能，坚守“圆心”不动摇，
扩大“半径”聚人心，画出最大“同心圆”；
把工作聚焦到为党争取人心、汇聚力量
这个关键上来，协助市委、市政府做好解
疑释惑、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
的工作。政协之本是为民之“本”，要坚
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助力增进民生福祉，
践行为民初心，常想一想群众需要政协
做什么，政协能够为群众做什么，政协为
群众做了什么；反映群众呼声，扑下身子
访民生，关注百姓诉求，反映群众意愿，
把涉及民生的“问题清单”变为“履职清
单”；强化民主监督，坚持问题导向，围绕
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领域和群众关注的热
点难点问题开展监督，协助市委、市政府
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为谱写中国式
现代化运城篇章而团结奋斗。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运城市政协五届三次会议胜利闭幕
丁小强储祥好那志茂张润喜等出席 陈杰主持

西范灌区东扩工程位于我市西
北部，是利用禹门口一级站和汾河
清水复流北赵连接段工程提引、输
送黄河水源，从而有效解决万荣、闻
喜、稷山、新绛 4 县农业灌溉问题，
并积极改善原西范灌区及汾南灌区
的灌溉条件拟兴建的大型扬水灌溉
工程。但由于资金不足、协调不到
位等原因，西范灌区东扩工程至今
仍不能通水，既影响了如稷山县原
汾南灌区的灌溉效益，还影响了周
边部分区域的生活生产用水。

运城市政协委员、民盟稷山支
部副主委、稷山县水利局高级工程
师马汉民表示：“灌区续建配套与现
代化改造项目的实施，对于提高区
域粮食生产能力，进一步保障灌区

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该工程实际，马汉民建议，

我市积极推进西范灌区东扩干渠、
泵站等骨干工程进度，并确定干渠
分段通水时间节点。同时，各职能
部门应主动与灌区水务集团对接，
协调做好项目的土地、通路、通电、
通水、通信等配套设施建设工作，完
成田面灌溉渠系、引黄调蓄池等终
端工程，让群众早受益。

“在保护利用方面，我认为市、
县水利部门要根据生产、生活、生态
用水的现状和发展规划，在充分利
用引黄水的基础上，适时启动地下
水压采等水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发
挥水工程的综合效益。”马汉民说。

记者 刘凯华

市政协委员马汉民

加快西范灌区东扩工程建设
“职业教育对发展新质生产力有重要作

用。近年来，我市职业教育不断发展，取得了不
少成绩，但仍然存在师资力量薄弱、社会认可
度不高等问题。因此，我建议多方参与、重点发
力，进一步加强中职、职高等职业教育建设力
量，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市人大代表王虹说。

王虹是一名有30余年教龄的人民教师。她
认为，职业教育需要政府部门、学校、企业等共
同参与，全社会发力。目前中考升学分流，使不
少家长和学生产生了压力。办好职业教育，可缓
解家长和学生的内卷和焦虑，也能为技能型人
才成长提供更好的环境。

她建议，要加大宣传力度，让家长、学生
充分认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意义，提高全
社会对技术工人、技能人才的认知度和认可
度。在加强职业教育建设力量方面，除继续

建设好基础设施外，更要加大对中职等学校
的教师队伍建设力度，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
专业教师，让他们通过行为、教学引导学生，
切实培养高质量的技能人才。同时，建议通
过“河东工匠”选树活动等平台，挖掘更多“河
东工匠”“金牌工人”等高素质技能人才，让河
东工匠们多走进中职、职高，以自身学技能的
经历和先进事迹，激励广大青年学子积极进
取，增强学生对专业技能的热爱和认同感。

此外，要加大政校企合作力度，拓宽渠
道、增加岗位，为中职、职高学生就业铺路搭
桥，让他们就业不发愁、技能有用处。我市不
仅要加大优秀技能人才培养力度，还要通过
就业政策等留住高素质技能人才，让更多学
子通过接受职业教育实现人生价值，也为我
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记者 范楚乔

市人大代表王虹

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在去年“清拆改种建”专项行动中，市人
大代表丁洁发现，农村存在不少闲置、废弃宅
基地。闲置宅基地因年久失修或无人管理，
变成了危房，不仅影响村容村貌，还存在安全
隐患。如何将闲置的宅基地变为可利用资
源，实现绿色发展、产业兴旺，成为群众热议
的话题。

对此，丁洁建议采取多种方式对闲置宅
基地和闲置住宅进行盘活利用，为激发我市
乡村发展活力、促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规范登记管理。推进宅基地数据库建
设，摸清农村闲置宅基地资源底数，规范宅基
地审批管理、流转管理制度，建立宅基地有偿

退出机制。明确产权归属。加强对宅基地占
有、使用、收益、处置的权能监管，规范流转操
作细则，建立经营性用地收益分配机制。完
善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因地制
宜探索多种盘活利用方式。在充分尊重农民
意愿的前提下，结合本地资源，通过发展产
业、入股收益、设施改善、绿化美化等方式，推
动闲置宅基地多元利用。加大推广力度。总
结一批可复制、可借鉴的农村闲置宅基地盘
活利用经验模式，学习借鉴成熟的可复制的
经验，将宅基地改革的成果惠及更多地区，促
进我市乡村振兴。

记者 陶登肖

市人大代表丁洁

盘活利用好农村闲置宅基地
近年来，我市多策并举，有效缓

解了青年群体的就业压力，但由于
诸多因素，青年群体特别是大学毕
业生的就业问题依然是大家关注的
焦点。

市人大代表卫华建议，有关部
门应对自主创业的大学毕业生，放
宽市场准入、落实创业担保贷款和
贴息等方面的政策，做好场地支持、
创业培训、资源对接等。加大对民
营企业特别是容纳就业能力强的现
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优良房地
产业的扶持力度，增强民营企业的

发展信心，给青年群体创造更多、更
好的就业岗位。积极拓宽市场化、
多方位就业渠道，对大学毕业生积
极开展就业培训，帮助他们尽快适
应社会，提升就业能力，找到适合自
己的就业途径和岗位。人社部门应
联合各行业企业，高频率举办各种
招聘活动，提供准确及时的就业信
息，让年轻人了解市场需求，为年轻
人提供更多应聘机会。对少数就业
困难户，政府要给予必要的帮扶，切
实解决好他们的后顾之忧。

记者 陶登肖

市人大代表卫华

千方百计为青年群体就业创造机会

代 表 委 员 之 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