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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两会前奏

人大政协这一年

代表委员的手机相册

2023年10项为民办实事事项扫描
我们这一年

■ 本报记者 黎鹏

回望去年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成
绩单，全面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
票决制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背后，凝聚着300多位省人大代
表的努力和汗水。他们的足迹踏遍
649个代表联络站（室）、农村社区，在
征求3400余名县乡基层代表和6万多
名群众意见后，提出民生实事建议项目
207个。

一年来，省人大常委会充分发挥人
大代表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重要
作用，不断谋思路、出实招，以改革创新
精神开创代表工作新局面，保障代表为
民用权、为民履职、为民服务。

民生跟随“民声”走
让代表履职更接地气

民生实事如何定？代表票决说了
算。

去年7月，随着省委出台《关于全面
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的意
见（试行）》，海南成为全国在省级层面率
先实施代表票决制的省份。

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是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对激发代表履
职积极性、增强人大监督质效、推进基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积
极作用。

为推动代表票决制落实落地，在省
人大常委会指导下，各选举单位广泛开
展征集民生实事项目活动，组织省人大
代表进原选举单位征求市县人大常委会
机关意见、进代表联络站征求市县乡基
层人大代表意见、进农村社区征求广大
群众意见。

据统计，全省300多位省人大代表
通过“三进三问”方式征集到为民办实事
项目共计207个。对于初选的省本级民
生项目，省人大常委会认真梳理，汇总一
批项目反馈省政府。

去年12月，省人大常委会就省政
府提出的20余个初选项目，广泛征求
意见，并起草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办法，
研究票决组织工作，为省七届人大三次
会议开展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工作做好
充分准备。

架好“连心桥”
推动代表密切联系群众

人大的作用靠代表，人大的水平看
代表，人大的活力在代表。

省人大常委会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常
委会联系代表工作，拓展和深化代表联
系群众工作，通过持续搭建平台，推动代
表积极听取和反映群众的愿望心声，省

人大常委会与代表、代表与群众联系更
加紧密。

主任会议成员围绕强化我省基层医
疗卫生体系建设、自贸港政策落地、黎族
医药体系建设等内容，先后四次组织列
席常委会会议的代表开展座谈交流，共
收集代表意见建议82条；

出台相关措施推动专（工）委与9个
代表专业组共183名代表对口联系，各
专（工）委共邀请700多人次省人大代表
参加执法检查、立法听证、专题调研等活
动，提升了工作的科学性；

大力推动五级人大代表进驻代表
联络站，按照“就近、便捷、均衡”的原则
搭起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连心桥”，实
现19000多名五级人大代表进站（家）
全覆盖；

指导市县人大组织代表开展“建设
自由贸易港·人大代表在行动”等主题
活动，主动参与“六水共治”等专项行
动，为民办实事、办好事5100余件，初
步打造了“对话榕树下”等代表联系群
众工作品牌；

一个个联络站里听民声，一次次履职
活动察民情，一条条务实建议汇民意……
全省人大代表履职更加活跃，人民群众的
呼声和关切更能得到重视和倾听。

牢记人民重托
高质量办理议案建议

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植根人民。他
们提出的意见建议，是在充分调查研究、

掌握民情、集中民智的基础上形成的，饱
含着人民群众的重托与期盼。

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代表议案建
议办理工作，着力健全重点督办机制，创
新建立长效跟踪机制，不断提升工作实
效——

构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
牵头督办、专工委具体督办、代表机构常
态督办”的三级责任机制，采取召开协调
会、工作座谈会、实地调研等方式，推动
7件重点督办建议高质量办理；

建立完善人大代表、承办单位和代
表联络机构三方沟通的服务保障机制，
办理单位与代表“面对面”有效沟通率较
往年大幅提升；

首次要求承办单位建立计划解决事
项台账，实行动态追踪管理，即结即销，
确保代表建议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通过一系列有力举措，我省人大代
表议案建议办理成效显著。省七届人大
一次会议受理的23件议案、366件建议
已全部办理并答复代表，其中所提问题
得到解决的建议占总件数的44%，创历
年新高。代表建议交办工作也实现了无
分办件、无推诿扯皮现象的新突破。

省人大常委会还持续强化代表履职
能力建设，围绕代表履职需求和海南自
贸港建设要求，先后举办了初任代表培
训班和专题培训班，培训人员330余人
次，深入指导市县人大培训市县乡人大
代表共计15000余人次，代表的履职能
力得到了全面提升。

（本报海口1月19日讯）

一年来，省人大常委会以改革创新精神开创代表工作新局面

奏响履职为民的时代强音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从一个会场到另一个会场，连
日来，省政协委员、海南白鹭投资
集团董事长崔坤玄的行程格外紧
凑。翻开一份份发言稿，有一个关
键词频频出现：定制旅游。

“定制旅游并不是一个新鲜产
物，随着人们出游观念的变化，这
一个可以满足游客多元化体验和
个性化需求的出游新玩法，正以更
具性价比的特性走进大众旅游市
场。”在他看来，海南拥有“人无我
有、人有我优”的文旅资源，为发展
定制旅游提供了沃土。

过去这几年，崔坤玄不断加快
为海南发展定制旅游“鼓与呼”的
步伐。去年两会期间，他在递交的
提案中提出“抢抓旅游转型机遇，
大力促进海南定制旅游行业发展”
的建议。

提案递交不久，很快获得旅
文、民政等部门的积极回应。在相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去年11月，
海南省定制旅游协会正式获批成
立，成为推动全省定制旅游发展的
重要抓手。“提案建议得到落实，让
我特别有成就感。”

依托刚刚成立的协会，过去一
段时间，崔坤玄牵头打造了一支服

务于全省定制旅游发展的专业团
队，并与省内多所高校及人社部门
形成联动，合作培养旅游定制师，
满足行业人才需求。

掏出手机，崔坤玄向海南日
报记者展示了一张照片，照片
里，他和团队成员赴省内景区，
实地体验定制旅游路线。“为游
客量身定制每一条路线，我们都
要提前踩点，才能给他们更好的
体验。”

“发展定制旅游，关键是要提供
旅游吸引物、情感吸引物，即在旅游
产品和服务方面下足功夫。”崔坤玄
认为，海南每一个市县都可以通过
找准旅游历史方位，亮出定制化旅
游标签，再让游客按需选择。

这不是一项一蹴而就的工
作。眼下，他继续奔走在推动海南
定制旅游发展的一线，并提出打造

“七个一”，即一场定制旅游发展大
会，一个定制旅游宠粉节，一张定
制旅游年票，一个定制旅游常设服
务机构，一个定制旅游发展会客
厅，一个定制旅游孵化基地，一个
全球定制旅游发展联盟。

“随着线下旅游业的持续回
暖，海南定制旅游必将迎来广阔的
发展前景。”崔坤玄说。

（本报海口1月19日讯）

省政协委员崔坤玄：

玩法上新，定制旅游有前景

■ 本报记者 张琬茜

吊塔林立，长臂挥舞，挖掘机、
装载机等施工车辆穿梭作业不停
……连日来，屯昌县大同中学改扩
建项目现场一派火热。

自 2023 年 2 月项目启动以
来，很多类似这样的画面，出现在
省人大代表、屯昌县新兴镇新兴中
心小学校长陈全的手机里。

“这张是教学楼封顶，这张是
还没建好的操场……”1月19日，
陈全翻开手机相册，逐一向海南日
报记者介绍。不一会儿，他滑动屏
幕的手指停在了一张照片上——
几名学生身着校服、手捧书本，有
说有笑地从校门走出。身后，“屯
昌县大同中学”几个金色大字非常
显眼。

陈全说，这张照片摄于去年
10月。彼时，大同中学的校门已
完成改造，各项改扩建主体也初见
雏形。

驻足校门，看着眼前焕然一新
的学校，陈全不禁回想起过去：学
校办学环境简陋，教学质量堪忧，
初中3个年级仅有300余名学生。

“加上本地高中阶段学位紧
缺，每年总有不少家长因孩子考不
上高中而发愁。一些家长见状，便
将孩子送到其他地方上学，学校生
源流失的现象日渐严重。”陈全说。

转变，缘于大同中学改扩建项
目的实施。该项目在学校原址上
进行扩建，新建1栋教学综合楼、1
栋学生食堂、2栋学生宿舍等，并
对原有教学楼、行政楼、学生宿舍
进行立面改造。

除了升级改造硬件设施，大同
中学还将开设高中部30个班，提
供1500个学位；新建258间宿舍，
可容纳1548人住宿。

从陈全工作的学校行至大同中
学约13公里。一年来，每次路过这
里，他总会不自觉地放慢车速，“想
看看学校建得怎么样了，项目能早
日完工，学校就能早日招生，就有更
多孩子在家门口上高中。”

平日和家长交流时，陈全也时
常传达项目进展情况，“我们常跟
家长讲，大同中学很快就要招生
了，要让孩子们好好读书、考上高
中，将来就有机会上大学。”

一部小小的手机，记录着大同
中学变迁的点滴，也承载着陈全作
为人大代表对教育事业发展的牵
挂。履职期间，他先后提出“在我
省中小学寄宿制学校普及热水器
设备安装”“在我省中小学幼儿园
普及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桩设备”
等建议，引起各方关注和支持。在
即将到来的省两会上，他将带着新
的期待步入会场。

（本报屯城1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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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王海燕：当前，人口老
龄化加快，以阿尔茨海默病为主的老
年痴呆疾病发病人数持续上升。通过
推行老年人认知康复数字疗法试点工
作，有利于实现早筛查、早发现、早干
预，减少或延缓老年痴呆发生，切实增
强老年人的健康获得感。

代表点评

实事
点击老年人认知康复数字疗法试点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黎鹏
特约记者 王聘钊

每周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卡”
两三次康复训练，已经成为海口70多
岁老人李伟（化名）最近半年来的习
惯。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口市美兰
区白龙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见到他
时，他在用平板电脑玩着有助于恢复记
忆力的游戏。

2023年 8月，李伟在卫生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帮助下进行了脑健康水
平测评，发现出现认知下降问题。“刚
测出这个结果的时候，我和家人都很
担心，怕严重后变成阿尔茨海默病。”
李伟说，不过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告诉他，常来“玩游戏”就能有所改
善。

猴子吃香蕉、归类不同颜色花瓶
……动动手指玩手机游戏，患者就能根
据综合研判表现进行康复训练。这种
边玩游戏边改善脑健康水平的数字疗
法，是当前美兰区正在推进的老年人认
知康复数字疗法试点项目。

“刚开始玩的时候很难过游戏关
卡，经过康复训练，现在有了提高，过关
更容易一些。”李伟说，卫生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单独针对他的情况建档，并选择
合适的游戏帮助他开展康复。经过近
半年的训练，他感受到记忆力有了明显
提高。

“我们发动辖区老年人进行脑健康
水平测评，再根据测评结果为其提供训
练方案，帮助老年人建立积极健康的生

活方式。”海口市美兰区白龙街道社区
服务中心公卫科科长钟晓慧说，当前美
兰区全面铺开老年人认知康复数字疗
法试点工作，通过认知测评及时开展科
学预防，对老年人认知障碍进行早发
现、早预防、早治疗。

美兰区的做法，是我省开展老年人
认知康复数字疗法的一个缩影。2023
年，省委、省政府将“老年人认知康复数
字疗法试点”纳入为民办实事事项，开
展老年人认知康复数字疗法试点工作，
按照“自愿、同意、免费”原则，为常住人
口中60岁以上老人提供认知障碍筛
查，并对筛查结果提示有认知下降或认
知损伤且有诊疗意愿的2万名老年人
提供数字疗法服务。

截至2023年11月底，已经筛查8.7
万人次，参与训练3.06万人，训练总时
长约1676万分钟。

此外，省人民医院及部分医疗机构
已开通记忆门诊绿色通道，对于筛查提
示有认知障碍风险的老人，当地医疗机
构可直接推荐到省医院老年记忆门诊
进行规范化诊治。

（本报海口1月19日讯）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1月19日10时许，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县城，18岁的小华（化名）推开一家
理发店的门，开始了一天的学徒工作。

忙碌间隙，小华接起电话，熟悉的
一声问候令他心头一暖——从因盗窃
槟榔而面临获刑，到靠双手奋斗而未
来可期，他的人生刚刚经历了一次“反
转”。把这只“迷途羔羊”引归正途的，
正是打来电话的“1+1”中国法律援助
志愿者行动志愿者郑进东。

原来，小华出生于一个农民家
庭，父亲因伤无法从事体力劳动，母
亲是听障人士，只能打零工。为供弟
弟上学，小华初中毕业后便来到县城
务工。

2022年底一次外出时，小华骑车
不慎与一辆小汽车发生剐蹭，需赔偿
车主1500元修车费用。由于手头拮
据，又不想让父母担心，小华一时贪
念，盗窃了价值约3000元的槟榔。

考虑到小华还是未成年人，当地
检察院向法律援助中心发出《法律援
助通知书》。郑进东被指派为辩护律
师，无偿给小华提供审查起诉阶段的
法律援助。

“我国法律一直主张，坚持教育为
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有悔罪表现的
涉嫌轻微犯罪未成年人，可以作出附
条件不起诉的决定。”郑进东说，为更
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省委、省
政府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列入2023
年为民办实事事项。省司法厅还遴选

了包括他在内的76名律师，组成未成
年人法律援助律师团，为未成年人提
供一援到底的专业法律援助。

接到指派后，郑进东详细查阅了卷
宗材料，并与小华及其监护人进行了面
谈。他了解到，由于受教育程度不够，
小华法律意识较为淡薄，并不知道其行
为触犯了刑法。并且，案发后，他已通
过及时赔偿获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郑进东找到办案检察官，将小华
的家庭情况、犯罪原因等详细告知。
同时，公安机关的社会调查也表明，小
华悔罪态度较好，具备有效帮教条件，
再犯的可能性较低。因此，检察院采
纳了郑进东的辩护意见，对小华作出
了《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书》。

在6个月的考验期中，郑进东经常
与小华聊天，对他进行普法教育和心
理辅导。拿到《不起诉决定书》那天，
小华将其紧紧攥在手里：“它告诉我，
我没有被放弃，我还有机会重来。”

电话里，他与郑进东分享喜悦，这
段时间干活特别有劲，“师傅说了，我继
续努力，不到半年就可以‘出师’了！”

（本报保城1月19日电）

游戏里的康复治疗 “迷途羔羊”回归正途

实事
点击 未成年人法律援助

省政协委员李君：未成年人法律
援助问题对社会法治建设至关重要。

“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纳入 2023 年为
民办实事事项后，在省司法厅、全省法
律援助律师及相关工作人员共同努力
下，携手共助涉罪未成年人重归坦途，
进一步彰显了法治力量和法律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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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省法律援助中心举办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宣传活动走进海口光阳社区。
图为心理咨询师和未成年人现场互动。 本报记者 陈若龙 摄

在海口美兰区白龙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人进行数字疗法康复训练。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