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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省 两 会

喜迎党代会 我来点个赞赞

本报杭州电（记者 房伟）“车俊代省长所作
的工作报告中写到‘积极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的改革’，要继续深化宁波保险改革等国家战略举措
相关改革，让我很有感触。”昨日下午，省人大代表、
鄞州区区长陈国军在宁波代表团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提出了支持宁波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的系
列建议。

近年来，宁波在主动利用保险工具参与社会治
理、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卓有成效，一大批保险
创新项目走在了全国前列。2016年6月，宁波申报
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方案得到国务院正式批
复，成为全国唯一经国务院批准的保险创新综合试
验区。

为进一步推进综合试验区建设，形成保险创新
高地，为全省政保合作和保险创新示范探路，陈国军
建议省里可以在保险机构设立、保险项目创新、政策

制度保障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
陈国军建议，省政府在全省的保险产业布局中，

可将宁波作为保险总部集聚区给予重点扶持，“比如
将省里拟新设的保险法人机构，浙商保险等省属保
险机构拟设立的寿险公司、保险子公司、功能性总部
等，优先考虑落户宁波。”

他还建议省里支持宁波的各项保险创新项目，
国家部署的保险相关试点可优先在甬开展，相关项
目涉及省级事权的如“社保商办”、职业年金、长期护
理保险等，可给予宁波更大的创新空间。

“比如，目前按省里统一部署，个人医保账户历
年余额购买商业健康险起扣线为4000元，按此标准
测算，宁波目前能享受该政策人员比例约为10%。”
陈国军说，省人社厅可适当降低宁波市个人医保账
户历年余额购买商业保险的起扣线，进一步释放保
险消费需求。

再比如，宁波目前实行的巨灾保险因为地域面
积小、受灾频率高，风险难以分散。省里可尽快出台
统一的巨灾保险制度，并将宁波巨灾保险纳入全省
统筹，以进一步分散宁波的巨灾风险，促进巨灾保险
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陈国军建议省里还可对宁波的保险创新工作在
制度、政策和法规层面给予支持，尤其是在安全生产、
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公共领域，制定相应的地方性
法规，提供地方立法支持保障，并建议省金融办及相
关省级部门和宁波市一起研究保险业税收优惠等需
要国家部委协调解决的难题和重大事项，提出政策意
见，并主动向国家有关部委进行汇报，争取支持。

陈国军说，省里可以把试验区建设作为全省改
革发展战略重点之一，纳入省级各部门工作任务，每
年提出1-2个保险创新项目在宁波组织实施，“把保
险创新试验区‘宁波试点’上升为‘浙江试点’。”

本报杭州电（记者 房伟） 昨天下午，省委常
委、市委书记、代市长唐一军在参加省十二届人大五
次会议宁波代表团审议省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深入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和省委

“八八战略”，提振精气神，提升执行力，推动新发展，
为建设全面小康标杆省份作出更大贡献。

唐一军指出，这次省“两会”是在全省上下认真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
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新要求，准确把握浙江当前
所处的历史方位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车俊代省长所作的省政府工作报告，总结成绩恰如
其分，提出目标积极有为，部署任务重点明确，是一
个凝心聚力、鼓劲提气的好报告，是一个求真务实、
改革创新的好报告。过去一年，省委、省政府团结带
领全省干部群众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成

功干成了一批大事喜事难事，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
在建设全面小康标杆省份的征程上迈出了新的坚实
步伐。省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年工作提出“三聚焦一
加强”的重点任务，目标靶向精准，任务清单明确，对
策措施务实，为建设好“浙江的今天”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方法。

唐一军指出，我们要切实增强大局意识、标杆意
识、实干意识，认真贯彻落实省“两会”精神，努力创
造为宁波争光、为浙江添彩的新业绩。要紧扣“一个
中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扎实做好扩
大有效投资、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招商引资、浙商甬
商回归、促进外贸企稳回升、激发消费动能等工作，
全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要打造“一大平台”，
举全市之力做好国家级梅山新区创建工作，确保梅
山新区成功获批、加速发展。要推进“一号工程”，坚
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城市创新体系，构建新型经济体
系，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联动推进标准强市、质
量强市、品牌强市建设，加快提升城市创新实力。要
突出“一个重点”，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实质性推进“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
设，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发展壮大智能经济，持续
打好经济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全面优化民营经济
发展环境，大力振兴实体经济。要发挥“一大优势”，
统筹建设宁波都市圈和港口经济圈“两个大圈”、拓
展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着力
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要落实“一个责任”，认真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增加群众收入、
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深化平安宁波建设，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要把握“一
个关键”，提振精气神、治理慵懒散，树立好导向、形
成好风气，提升执行力、营造好生态、推动新发展。

□记者 范洪

【变迁关键词】
高铁，同城效应，移动支付
【采访对象】
杨凌云，知名国际品牌零售店经理
【人物自述】
我是土生土长的宁波人，可到杭州出差工作的

经历已经有10年了。刚开始，我觉得去杭州工作还
是挺远的，可是10年间，尤其是这几年，我最大的感
受就是宁波和杭州之间的时空距离越来越小了。半
年前，我决定在杭州长期工作，因为在出行时间上，
我觉得已经和在宁波工作差不多了。

我家住在海曙云霞路附近。2007年开始，因为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要到杭州出差，频繁时基本上每
周都要去一次。最初，我坐大巴去。从家里出发坐
公交或打车到老汽车南站，然后坐高速大巴到杭州
的汽车站，再到公司，全程差不多需要4个小时。因
此每次去杭州，我都觉得是个苦差。

2013年，杭甬高铁开通，宁波到杭州最快只要50
分钟左右。后来，全新的铁路宁波站投入使用。再
后来，轨道交通2号线也开通了，而我家门口就有地
铁站。从家里出发，在云霞路地铁站乘地铁，10分钟
就能到铁路宁波站，再坐1小时左右的高铁列车，就

能到杭州东站，从杭州东站也可以坐地铁出行。而
高铁订票也是越来越方便，我全程都在手机上订
票。去杭州出差不再是苦差。

去年，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杭州长期
工作，工作地点在杭州湖滨的一家国际知名零售
店。这个决定，在几年前，我确实是想也不敢想的。

我如今的工作、生活节奏是这样的：如果下午4
点半在杭州下班，步行几分钟就能到龙翔桥地铁站，
很快就能到杭州东站坐上高铁，差不多傍晚6点多
就能到家，赶上晚饭；如果是晚上8点半下班，差不
多也可以在晚上10点前回到家中。这让我觉得在
杭州工作和在宁波上班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画外音】铁路宁波站客运值班员徐建峰
从宁波开行高铁动车组，到新的铁路宁波站开

通，再到地铁连接车站，短途高铁实现公交化开行，
像杨小姐这样乘坐高铁通勤的商务旅客越来越多。

如果旅客选择在宁波站乘坐高铁动车组列车，
在电脑或手机上提前30分钟就能购票，不需要换取
纸质车票，可以直接使用乘车人的二代身份证进出
站。

如果选择到站购票，也十分方便。今年春运前，
宁波站开通了支付宝购票功能，无论在车站窗口还
是自助售票机上，旅客在购票支付时，通过支付宝扫
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完成付款。未来，铁路部门还将

把自助售票机投放到更多的地方，比如高校、地铁站
等。

【一组数据】
2013 年，杭甬高铁开通，这是宁波第一条时速

350公里级别的高速铁路，也从此把宁波接入全国的
高铁网络。当年年底，崭新的铁路宁波站投入使
用。目前，宁波站区域已成为集铁路、公路客运、地
铁、公交以及公共自行车、出租车等各种出行方式于
一体的综合性交通枢纽。

随着我国高铁网络的不断延伸，从宁波出发，越
来越多的城市可以坐高铁直达。1小时内可到杭州，
2小时可达上海、南京、温州，4小时可达南昌、福州、
徐州，5小时可达厦门、济南，6小时可达北京、天津、
郑州、长沙，8小时可达西安、赣州，9小时可达深圳、
广州，10小时可达贵阳、沈阳、珠海。无论是冰天雪
地的东北沈阳，还是暖意融融的南国深圳，无论是西
北的六朝古都西安，抑或是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山区，
从宁波出发乘坐高铁都能实现当日内到达。

而短途的高铁动车组，更是实现了公交化运
行。每天从宁波开往杭州东的高铁动车组接近 90
班，从早上6点到深夜10点，几乎覆盖全时段。上下
班的高峰时段，比如下午5点至6点，平均七八分钟
就有一班，和地铁的开行密度差不多。

唐一军在宁波代表团审议省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

提振精气神 提升执行力 推动新发展
为建设全面小康标杆省份作出更大贡献

宁波巨灾保险可否纳入全省统筹？
代表建议：把保险创新“宁波试点”上升为“浙江试点”

搭乘高铁上下班，开启双城生活时代
16点半杭州下班，回到宁波还能赶上晚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