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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通 省 两 会
本报杭州电 （记者吴向正

通讯员郑怡）“认真履行代表职
责 ， 决 不 辜 负 党 和 人 民 的 重
托！”在昨日上午举行的省十三
届人大二次会议宁波代表团第一
次全体会议上，杨军、黄敏、裘
银芳 3位代表在会上作了履职经
验交流。

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以
来，我市代表团每年都在省人代
会正式开幕前开展代表履职经验
交流活动，这是宁波代表团的优
良传统。

浙江华联商厦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杨军已担任三届省
人大代表，是名副其实的“老代
表”。杨军代表说，当一名合格
的人大代表，必须做到三个“时

刻不忘”，即时刻不忘履行代表职
责，时刻不忘勇担社会责任，时刻
不忘为民建言。近年来，作为人大
代表，杨军深入调研并撰写了《关
于支持宁波打造“港口经济圈”参
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建议》
等 10 余件建议，得到了有关部门
的重视和采纳。

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传播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黄敏，是本届新当选的
省人大代表。“一年来，我抓住一
切机会，在履职活动中学习，向其
他代表和人大工作人员等请教，提
高履职能力；抓住一切机会为人民
服务，丰富履职经验。”在介绍了
几个深入调研、倾听民意、撰写建
议的事例后，她深情地表示，将继
续秉持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将履职
责任与意识贯穿到日常的学习、工
作与生活中，无愧于组织和群众的
期望与重托。

宁海县圣猴果蔬专业合作社联
合社理事长裘银芳，来自我市农业
一线，已经当选两届省人大代表。
她说：“我以人大代表应有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始终坚持服务‘三农’，
按照中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大决策部署，认真履行代表职
责，积极参加代表活动，不忘初
心、不辱使命，努力当好农民的贴
心人，为‘三农’工作鼓与呼。”
再次当选省人大代表以来，她又提
出了《关于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联
合社健康发展》等一批建议，得到
了有关部门的肯定和吸纳。

又讯 （记者吴向云） 昨日下
午，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预备会
议后，根据大会秘书处安排，3位
省人大代表作了履职经验交流，我
市省人大代表钟建波以 《用真心、
求实效》为题作了发言。

钟建波已连续两届担任省人大

代表。6年来，他深入基层，了解民
情、反映民意，共领衔提交了 2件大
会议案、35 件建议，其中 3 件建议
被列为省人大常委会重点建议，3
件建议被评为省人大优秀建议。

“紧密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为
宁波和浙江的改革发展献务实之
策。”钟建波代表针对工作中发现
的一些问题，围绕大局，展开调
研，提出建议。他连续两次提出推
进国企改革、激发企业活力等建
议，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在
随后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得到充分
体现。

6 年来，钟建波代表紧紧围绕
海洋经济发展建言，先后提交了率
先建设浙江海洋经济发展核心示范
区、加快湾区经济发展、治理湾区
水环境等 4个建议，对我市海洋经
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宁波代表团开展履职经验交流活动

本报杭州电 （记者吴向正
通讯员郑怡）“帮助患重病慢病
的低收入人群缓解‘吃药难’，
急需引起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
重视。”昨日，省人大代表、市
中医院主任中医师卓立甬向省十
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提交《关于加
强重病慢病的低保、低收入人群
的门诊医疗救助工作的建议》。

作为省人大代表和仁心医

者，卓立甬十分关心低收入人群的
医疗保障问题，并作了深入调研。
他说，作为一种“低水平、广覆
盖”的医疗保障制度，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是一项真正惠及千
家万户的民生实事，但是，由于部
分政策条件限制，广大重病慢病患
者因病致贫返贫问题依旧突出，特
别是低保、低收入人群的“吃药
难”更是成为我国脱贫攻坚战中最

难啃的硬骨头之一。一是门诊医疗
救助额度明显不够。大部分重病慢
病患者，在刚生病时，住院治疗次
数比较多，一旦病情稳定后，一年
3000 元至 4000 元的门诊医疗救助
额度明显不够；二是政府临时救助
门槛较高。目前，浙江各地出台的
临时救助基本针对大病住院对象，
仅有极少数地方出台了涉及门诊服
药对象的救助政策，但覆盖面和力

度都很有限。以浙江宁波为例，仅
民政部门出台了门诊医疗救助政
策，但只针对低保、低收入人群的
门诊“个人承担”部分，照实按比
例补助，每年救助额度最高不超过
500元。

“祛病和脱贫是建设‘健康中
国’、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卓立甬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政府
应加大有服药指征的重病慢病的低
保、低收入人群的城乡居民医保门
诊医疗救助力度。根据当地财政能
力，参照职工医保模式，在有服药
指征的重病慢病的低保低收入人群
的 门 诊 医 疗 自 负 费 用 每 年 超 过
5000 元后，重新纳入“共负段”，按
照后续产生的所有门诊医疗费用的
50%给予救助，每年享受门诊医疗
救助费用最高不超过1万元。

省人大代表卓立甬建议

对患重病慢病的低收入人群
加强门诊医疗救助

本报杭州电 （记者吴向正
通讯员郑怡） 昨日下午，省人大
常委会表彰了省十三届人大一次
会议以来的代表优秀建议，宁波

代表团代表提出的 3件优秀建议受
到表彰。

受表彰的 3 件优秀建议分别
是：张锡波代表提出的《关于优化

浙江金融监管体系建设的建议》，
钟建波代表提出的《关于充分运用
政府产业 （引导） 基金作用，支持

“凤凰行动”的建议》，俞雷代表提

出的《关于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
为“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核心工作
予以推进的建议》。

这 3件优秀建议紧紧围绕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事关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的热点问题，在深入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存在的现状和
问题，提出了很有价值、可操作的
意见建议，得到省政府及有关部门
的高度肯定和充分吸纳，并在实际
工作中加以落实。

宁波代表团代表3件优秀建议
受省人大常委会表彰

本报杭州电 （记者龚哲明）
近年来，全省各地养犬的家庭和
犬只数量猛增，违规饲养烈性
犬、大型犬，犬伤人、扰民等事
件日益增多。如何遏制这种不利
势头？省政协委员、市政协副主
席陈为能建议，一方面要加强立
法、严格执法，促进规范养犬；
另一方面要倡导市民文明养犬，
双管齐下整治养犬乱象。

陈为能委员列举了近四年
“全省犬伤门诊”数据，令人触
目惊心。据统计，全省犬伤门诊
2015 年为 699956 人次，2016 年
736354 人次，2017 年 808593 人
次。2018 年截至 10 月，犬伤门
诊 已 达 768360 人 次 。 而 引 起

“ 人 犬 冲 突 ”、 犬 伤 人 问 题 的
“症结”有四个，分别是养犬立
法滞后、执法力度不够、市民
文明养犬不足、狂犬病防控成
本高。

陈为能委员指出，目前省
级层面尚无养犬管理地方性法
规，大多数地市也没有相关规
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政
执法力度，表现为无证犬流浪犬
无人管、“运动式”执法成效短

暂、犬类扰民投诉举报往往不了
了之。而针对养犬者的一项调查
表明，养犬者从未接受专业养犬
知识技能培训的达 60%。此外，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狂犬病防
控成本过高。

陈为能委员建议，要加快立
法步伐，尽快出台《浙江省养犬
管理条例》，坚持从严原则，对
我省养犬的范围区域、限养犬
类、行为规范、犬只经营及主管
部门的职能分工和违法处罚标准
等进行全面规范；要加快立法理
念由管犬向管人转变，强化养犬
者法律责任，加大对违法养犬者
的处罚力度，并明确规定养犬者
必须购买强制性第三者责任险。
要加大监管力度，借鉴上海、深
圳经验，为犬只植入“电子身份
证”，同时将养犬严重失信失范
行为纳入个人诚信档案，并加强
流浪犬、违规犬等动物的收容处
置 工 作 。 要 严 格 规 范 养 犬 行
为 ， 探 索 犬 类 疫 苗 防 控 新 模
式，力争五年内，全省所有犬
只按要求注射兽用疫苗，之后
新出现的犬只均需在当年完成兽
用疫苗注射。

省政协委员陈为能建议

推动规范养犬文明养犬
双管齐下

本报杭州电 （记者龚哲明）
在昨日上午召开的省政协十二届
二次会议开幕式上，省政协表彰
了一批优秀提案，在甬省政协委
员的两件优秀提案受表彰。

据了解，省政协表彰的 40
余件优秀提案中，一半以上是党
派、团体的集体提案，委员个人
提案占比相对较小，我市受表彰
的两件提案都属于个人提案。在
甬省政协委员受表彰的两件优秀
提案分别是：致公党市委会主委
王丽萍委员提出的 《关于完善

“亩产论英雄”企业综合分类评
价机制，推动浙江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建议》和民革市委会专职
副主委王伟霞委员提出的《关于
做好“文化礼堂+”助推乡村振

兴的建议》。
王丽萍委员的提案被省政协

主席会议列为去年省政协重点提
案，由副省长高兴夫领衔办理，
省经信部门具体承办。提案中针
对评价体系对创业期、上升期的
优质企业苗子有失公允，不利于
一些创新企业的发展壮大等提出
完善评价体系的建议，总体上得
到了省政府采纳。而王伟霞委员
在提案中针对我省农村文化礼堂
存在的“重创建轻管理、设备场
地利用率低”等问题，提出“文
化礼堂+学堂”“文化礼堂+展
堂”“文化礼堂+会堂”“文化礼
堂+食堂”四方面建议，同样也
得到省委宣传部的高度重视和积
极采纳。

在甬省政协委员
两件优秀提案受省政协表彰

前天，宁波市实验幼儿
园举行“众享集市”迎新春
活动。孩子们穿梭在 20 多
个铺位间，用游学币购买各
种物品，体验新年“市场”
的热闹，提高团队协作能
力。

（胡建华 郑焰 摄）

娃娃的
“众享集市”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市
委报道组邵滢 通讯员俞晓青）

“无需担保，不用抵押，凭‘信用
评分’就拿到了贷款，真是解了公
司的燃眉之急！”日前，慈溪市昊
星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收到慈溪农
村商业银行发放的 100万元信用贷
款。总经理张闯高兴地说：“今
年，公司将用这笔钱采购新型注塑

机，进一步扩大产能。”
慈溪有 4.1 万家企业，其中小

微企业占了90%以上。在转型发展
中，贷款难、融资成本高是这些企
业面临的一道难题。为化解小微企
业融资困境，去年以来，慈溪市市
场监管局积极推广“信用评分”模
式，联合慈溪农村商业银行推出

“小微企业助力贷”服务项目。截

至目前，该市共有 104家小微企业
获得信用贷款，总金额达 1.84 亿
元。

慈溪小微企业的“信用评分”
来自该市企业信用信息云服务平
台。去年年初，慈溪市市场监管局
会同市电子政务办，组织协调 26
个部门和单位征集汇总涉企信用信
息数据，建立了企业信用信息大数
据平台。“在此基础上，我局构建
信用评分激励机制，从资本实力、
运营能力、盈利能力、偿付能力和
发展潜力等方面对企业开展信用综
合评分。”该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
责人说。

每季度，慈溪市市场监管局会
将“信用评分”在 70 分以上的小
微企业名单推送给慈溪农村商业银
行，银行会向有贷款需求的企业发
放信用贷款，其中 90 分以上的可
获 得 300 万 元 贷 款 。 去 年 下 半
年，由于原材料价格突然上涨，

“雪阳管件”在资金周转上遇到了
困难。“以前，我们向银行申请贷
款必须请其他公司担保或用资产
抵押。去年 10 月，公司凭‘信用
评分’就从银行获得了 100 万元
贷款。对于一家企业而言，诚信
是宝贵的无形资产！”公司总经理
吴雪其说。

慈溪百余家诚信小微企业获得1.84亿元贷款

本报讯（记者陈结生 通讯
员张燕）在江北庄桥，说起“庄桥
云飞理发店”，当地很多人会竖起
拇指点赞。该店历史“悠久”，已开
了42年，一直生意红火。

昨天记者前去探访。该店位
于江北区庄桥大街 29号，门面看
上去平淡无奇，揭开塑料门帘，仿
佛穿越到上世纪 80年代，浓浓的
复古风迎面而来：清一色白大褂
着装的理发师傅，年代久远的吊
扇、皮椅、推子刮脸刀……

该理发店负责人成云飞告诉
记者，这家理发店从 1976年开始
营业，原先是供销社定点理发店，

现在有 6位师傅驻店。“我们刚来店
里做学徒工时是 20 来岁的年轻小
伙，现在都是 60多岁的老头了。”成
师傅笑着告诉记者，顾客大多是居
住在周边的中老年人，理发店早上8
时开门，有时还没开门就已有一排
顾客等着。剪头发15元，加5元钱可
以刮脸，80岁以上的凭借居家养老
服务卡可以免费理发（政府买单）。

虽然每天重复着类似的工作，
成师傅却很满足，时常洋溢着笑容，
跟每个顾客聊天话家常。正在享受
刮脸服务的一名大爷对记者说：“这
里服务态度好，又便宜，阿拉早已习
惯在这里理发了。”

庄桥有家“古董”理发店

生意红火了42年

本报讯（记者张正伟） 记者
前天从有关会议上获悉，2018
年，全市新增各项贷款2163.5亿
元，是上年的 1.9 倍，金融对实
体经济的保障强劲有力。

去年全年，我市四次降低法
人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累计办理
再贴现 67.3 亿元，发放再贷款
23.3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1%
和112.6%。

去年，我市各金融机构从政策
工具运用、单列信贷额度、健全
尽职免责和考核激励机制等方面
入手，全面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
持力度，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贷
款 余 额 为 6000 亿 余 元 和 4900 亿
余 元 ， 分 别 占 全 部 企 业 贷 款 的
49.1%和 39.7%。其中制造业贷款
增速明显加快，新增贷款 300 亿
余元。

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保障强劲有力

去年新增各项贷款超21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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