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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家庭农场建设
促进我市农业转型升级

农业组 从 敏

我市根据相关文件精神，

大力挖掘农业优势产业资源，

鼓励和支持发展家庭农场。家

庭农场发展有了长足进步，但

仍存在土地流转难度大、价格

高，资金瓶颈制约适度规模经

营的发展，各种风险难以回避

等问题。就大力推进家庭农场

建设，促进我市农业转型升

级，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加快推进确权发证工作，

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建议

尽快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妥善解

决农户承包地块面积不准、四

至不清等问题。

抓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农业生产条件。通过捆绑

利用土地整理，高产农田建设

等各项农业建设项目，加快流

转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为家

庭农场提供良好的农业设施

基础。

培育农业经营性服务组

织，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在继续发展机耕、机插、机

收的同时，重点发展农户一家

一户干不了、干不好的“卡脖

子”服务项目。

规范土地流转服务，加快

发展家庭农场。目前要以现有

的土地流转平台及“三资”信

息平台为基础，健全土地流转

服务市场，为土地流转搭建便

捷的沟通和交易平台。

加大培训力度，做好人才

培养。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人

才培养作为农业农村人才队

伍建设的重要内容，开展农业

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

落实国家对农民的扶持

补贴政策。今年中央1号文件

提出“新增补贴向专业大户、

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

生产经营主体倾斜”，这一政

策可以以县为单位，把今年中

央和省新增的农业补贴全部

单列出来，用于补贴上述对

象，其他农民的补贴仍按照去

年的标准执行。

大力倡导生态养殖 保护好水源环境
人资环组 吴家跃

水环境保护是一项综合性

的系统工程，单在农业污染源

方面,我市还存在养殖业结构

不合理、水环境保护资金投入

不足、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就如何大力倡导生态养殖，保

护好水源环境建议如下：

加强宣传与培训，倡导健康

生态养殖。要加强宣传培训，大

力推广生态养殖模式和生态养

殖技术；罗氏沼虾养殖区域要发

展尾水处理循环利用模式。

调整养殖结构，减少养殖

业污染。一要大力发展面源污

染相对较轻的河蟹、中华鳖等

品种的养殖，逐步实现高邮湖

大闸蟹养殖的规模化、产业化。

二要因地制宜制订规划，在给

排水系统相对独立的区域，集

中连片发展渔业，减轻面源污

染；统一规划，建立畜禽生态养

殖小区，控制面源污染。三是对

分散型、效益差、污染大的养殖

户，要加强改造，使其符合规模

养殖条件，达到卫生养殖标准。

加强监管，有效控制养殖

业污染。一要完善执法监督体

系，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要一

查到底，绝不姑息。二要对重点

养殖区水源进行跟踪监测，避免

造成面源污染和养殖损失。三

要要求大规模养殖户在建设过

程中，必须配备无害化处理系

统，控制好污染。四是控制在基

本农田新开虾（鱼）塘，实行严格

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制定奖惩措施，保护好水

环境。一是探索并建立资源与

环境补偿机制。二是鼓励发展

健康生态养殖、清洁生产。三是

加强考核，改革考核机制，从体

制和机制上推动健康生态养

殖，保护好水源环境，为子孙后

代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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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大会发言摘登

加强规划引导 加快市场集聚
提案组 陈 培

近年来，我市专业市场初

具规模、市场特色明显、具有一

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对全市

经济社会建设，满足群众生产

生活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但

仍存在缺乏规划引导、缺少规

模和品牌市场、缺憾“有场无

市”等问题。现提出几点对策和

建议:

加强规划引导，加快市场

集聚。结合城乡规划修编，行政

区划调整，依托我市资源禀赋

和产业特色，抓紧研究制定全

市专业市场发展规划，以规划

招引客商，以规划建设项目，以

规划整合资源。促进各专业市

场布局合理、功能错位、集聚集

约避免重复建设。

加强项目招商，提升市场

质态。一方面加快已建市场的

集聚成市，另一方面把专业市

场建设作为招商引资、城市建

设的重要内容。研究制定专业

市场招商的优惠政策，以吸引

大客商、大品牌、大项目落户，

宁缺毋滥。

加强设施建设，完善功能

配套。专业市场的发展要与

城市基础设施和城乡交通功

能配套适应。要与现代物流

相配套，如农副产品要与冷

链物流相配套，钢材市场要

与港口物流相配套，同时与

供电、供水、污水处理等设施

配套。专业市场还应配套餐

饮、住宿、金融、税收服务和

信息服务。

加强政策扶持，鼓励做强

做大。制定出台专业市场政策，

对不符合城市规划、城市功能、

城市业态的经营户要引导其到

专业市场入市经营。同时对专

业市场建设也要制定相应的约

束政策，如核定其产权交易比

例，投入产出回报等，把投资者

与市场效益捆绑起来，促其成

市旺市。

注重加大有效信贷投入 优化企业金融生态环境
财贸组 胡绍来

近年来，中小企业融资难已

成为制约其加快发展的重要“瓶

颈”之一，我市要从根本上解决

这些问题，最终的落脚点仍然是

从优化全市企业金融生态环境

入手，加强银政企三方协同配

合，持之以恒地推进银企合作、

良性互动、抱团发展。为此，提出

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议：

从企业层面来讲：一是规范

企业经营行为，二是精选好项

目，三是增强企业信用意识。

从银行层面来讲：一是银行

之间要加大信息交流和合作力

度，防范多头授信、过度授信，同

时对贷款客户信息实现共享。二

是进一步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力

度，扩大企业有效担保物的范

围。三是银行机构要转变作风，

大力推行“阳光信贷”。四是针对

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的

不同特点与需求，提供相应的金

融服务。

从政府层面来讲：一是要规

范民间融资以及小贷公司的经

营行为。二是进一步推进全市

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三是严厉

依法打击逃废金融债务行为。

四是建立银行与有关部门协调

沟通机制。五是引导全市产业

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不断引进和

实施一大批优质高效的重大工

业项目。六是加强企业指导，利

用工商登记强化企业制度管理，

利用税务检查规范企业财务行

为。七是为土地、房产性质较为

明确的中小企业，开通绿色通

道，尽快办理土地和房产“两

证”。八是进一步修订并出台一

系列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

扶持政策。

关于建设文化博览城的建议
文艺新闻组 黄 平

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

是高邮宝贵的资源。近年

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文化高邮打造，高邮城市

形象、城市品位、城市文化

软实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加

强，给我市文化博览城建

设创造了基础，提供了机

遇，提出了要求，文化博览

城建设适逢其时，建议立

即启动，快速推进。

进一步明确文博城建

设的指导思想。围绕市委、

市政府提出的建设“五个高邮”的战略目标，深入贯彻科

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文博城建设的指导思想，科学合理

地整合和利用文化遗产资源，实施文化博览城建设工程，

高水平建设一批博物馆、纪念馆、名人故居和文物古迹，

充分展示高邮的历史文化、人文精神、民俗风情，发挥高

邮历史文化的经济社会功能，提升城市品位和形象，促进

文化、生态、旅游、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明确文博城建设的总体目标。根据高邮目前

的现状，可以通过3至5年乃至5至8年的努力，重点实

施四大类11个项目，打造出一批能充分体现高邮地方文

化特色的精品项目，形成高邮文化博览的品牌。

实施一批项目，延续历史文脉，打造博览名城。一是

加快实施文化遗迹类项目，彰显城市历史风貌；二是加快

博物馆类项目建设，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三是加快纪念馆

类项目建设，打造宣传高邮的新名片；四是保护老字号，

整治古街巷，展示老高邮。

以民生视角提升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水平
法制组 仓小丽

以民生为本是社会治理的

核心要义，我们必须紧扣民生幸

福这一根本宗旨，积极创新治理

措施，全面提升社会建设水平。

我们建议：

突出矛盾化解，着力维护群

众合法权益。要抓好源头预防。

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

协调、权益保障渠道。要抓好排

查化解。建立不安定因素定期排

查、重大敏感时期超前排查机

制。要抓好多元调处。整合各方

力量，实现社会管理各项工作无

缝衔接、有效对接。

强化资源整合，着力提升应

急管理能力。要加强应急指挥体

系建设。健全应急指挥场所、基

础支撑系统和综合应用系统。要

加强应急管理基础建设。建立武

警、消防、民兵的应急联动机制。

要加强应急保障建设。积极推进

乡镇（街道）、社区（村）基层应急

管理组织网络建设。

创新手段方式，着力加强人

口管理服务。扎实推进流动人口

服务管理社会化进程；扎实推进

流动人口信息采集工作，建立社

保、房管、工商等部门信息共享

机制，实行以证管人、以房管人、

以业管人，提高流动人口服务管

理水平；创新特殊人群管控帮

教，建立由政法委牵头，综治、司

法、公安和民政、教育、社区等相

关部门整体联动的“3+X”模式，

实行跟踪管控、教育转化、救助

保障，减少重新犯罪，促进回归

社会。

深化平安建设，着力提高群

众幸福指数。严密社会治安管

控；严打严防盗窃、诈骗等民生

犯罪，加大追赃挽损力度，维护

群众利益；严密虚拟社会管控；

严密公共安全监管，完善交通管

理组织责任体系、源头监管体

系、执法管控体系和社会宣教体

系，切实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基础

设施建设。着力保障消防安全，

加快实现多种消防队伍和消防

公共设施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