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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举行提案工作情况通气座谈会

政协提案去年办复99.84%
5 日，记者从全国政协举行的提案工作情况通气座谈会上获悉，过去一年来，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和政协各专门委

员会积极通过提案，围绕民生热点建言献策，提交提案6101件，立案5052件。截至今年1月 31日，办复率达到了99.84％。
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主任孙淦在会上通报了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以来的提案工作情况。2014 年 1月，全国政协对

《重点提案遴选与督办办法》进行修订，重点提案数由占立案提案总数的1.5％调整为1％，相应重点提案数也由上一年的91个减少
至49个。目前，这49个重点提案，所提意见建议已得到采纳落实或正在落实的有48个。

今年，全国政协将进一步创新提案工作方式，启动《提案审查工作细则》的修订工作。提案委员会将与民建中央共同筹备拟于
4月召开的“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大气污染防治”双周协商座谈会。

提案1
丁常云委员提出的

《重视环保和治理我国
严重雾霾天气》提案认
为，采取强有力的应对
措施，治理我国“雾霾”
天气已成当务之急。

提案建议要全面落
实科学发展观，尽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
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
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
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
效益基础上，确立“环境
污染罪”，对于破坏环境
保护的犯罪分子要严惩
不贷。

提案认为，治理雾
霾要着力控制机动车数
量，逐步减少尾气排
放。目前，尾气排放已
成为造成雾霾的重要原
因，各级政府和环保部
门要高度重视。大中城
市重点发展轨道交通，
严格控制汽车数量。

控制机动车保有量
提高公共交通比例

环保部在答复中
称，今后将进一步配合
有关部门加大落后产能

淘汰力度、严控“两高”
行业新增产能，充分发
挥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的
市场引导作用，积极促

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
转变和绿色产业体系的
建立。

环保部称，将不断

完善减排长效机制，加
大环境保护和总量减排
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监
督检查力度，将积极协

调相关部门合理控制机
动车保有量，提高公共
交通出行比例，对机动
车实施全过程监管。

●答复

治理雾霾
确立“环境污染罪”

提案2
《未成年人保护法》
需制定实施细则

去年，任芳委员提出
了《修改和完善未成年人
保护法》的提案，认为目
前《未成年人保护法》修
订后在执行过程中存在
一些不完善的方面，例如
对未成年人在法律保护
方面责任主体不够明确
等。

提案建议，要明确责
任人和执法主体，或者制
定《未成年人保护法》实
施细则，细化具体部门职
责。明确社会、学校、家
庭、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与
司法机关的责任。

●答复
推动人民法院
设立少年法庭

共青团中央在答复
中提到，下一步将要推动
制定《未成年人保护法》

配套法规和实施细则，指
导各地完善地方性配套
法规。

推动人民法院设立

少年法庭，推动人民检察
院设立办理未成年人犯
罪案件的工作机构。

此外，针对当前农村

留守儿童等群体存在监
护缺失、社会出现大量虐
待儿童等问题的实际，将
推动并配合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安部民政部研究制定《关
于开展监护失当未成年
人监护权转移工作的指
导意见》。

明确父母及其他监
护人拒不履行监护职责

或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
益时通过行政和司法干
预对监护权进行必要转
移的程序，强化国家监护
的“兜底”作用。

国务院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

建立残疾人
基本生活兜底保障机制

经李克强总理批准，国务院
日前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
小康进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对保障和改善残疾人民生，
帮助残疾人共享发展成果、同奔
小康作出部署。

《意见》指出，残疾人是一个
特殊困难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
外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残疾人
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但是，目前我国 8500万残疾
人中还有1230多万农村残疾人尚
未脱贫，260万城镇残疾人生活十
分困难，城乡残疾人家庭人均收
入与社会平均水平差距还比较
大。

《意见》明确，没有残疾人的
小康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小
康。

要坚持普惠与特惠相结合，
坚持兜底保障与就业增收相结
合，坚持政府扶持、社会帮扶与残
疾人自强自立相结合，坚持统筹
兼顾和分类指导相结合。

到 2020年，残疾人权益保障
制度基本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
系更加完善，残疾人事业与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残疾人社会保障
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
帮助残疾人共享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成果。

《意见》聚焦残疾人基本民生
保障和就业增收，明确了四个方
面的主要措施：

一是建立残疾人基本生活兜
底保障机制。要加大残疾人社会
救助力度，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残
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帮助残疾
人普遍参加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
保险，完善重度残疾人医疗报销
制度，优先保障残疾人基本住房，

为残疾人织严织密民生安全网。
二是千方百计促进残疾人及

其家庭就业增收。要依法推动残
疾人按比例分散就业和集中就
业，大力发展残疾人辅助性就业，
多渠道多层次促进城乡残疾人就
业创业，让更多有就业愿望和能
力的残疾人能够有稳定的工作和
收入。将农村贫困残疾人作为重
点对象纳入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和
贫困监测体系，扶持农村贫困残
疾人家庭参与增收项目、经济合
作组织和产业化经营，推动农村
贫困残疾人生产生活状况尽快得
到改善。

三是加强和改进对残疾人的
基本公共服务。要进一步健全残
疾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强化残
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服务，提高
残疾人受教育水平，全面推进城
乡无障碍环境建设，为残疾人融
合发展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和更
加友好的环境。

四是进一步发挥社会力量和
市场机制的作用。要大力发展残
疾人慈善事业，加快发展残疾人
服务产业，加大政府购买残疾人
服务力度，为加快残疾人小康进
程注入持久动力。

《意见》强调，要健全组织领
导机制，完善工作保障机制，强化
残疾人权益保障机制。

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和重
点任务分工抓紧制定相关配套政
策措施。

省级人民政府要结合实际制
定具体实施方案。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要
开展残疾人小康进程监测，督促
检查本意见落实情况。国务院将
适时组织专项督查。

沪暂不推行
居民生活垃圾收费

在 4日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
上，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总工程师唐
家富表示，近期，上海暂时不会出台针对居
民生活垃圾收费的措施，目前也没有这方
面的考虑，相关方案仍在进一步深化研究
之中。

对居民垃圾进行收费，是北京等一些
城市的做法，而上海自 2004年开始对单位
垃圾实行收费，却一直没有对居民垃圾进
行收费。

“在居民生活垃圾收费相关方案的研
究制定过程中，我们考虑借鉴台北的经验，
将上海的居民生活垃圾收费与生活垃圾分
类减量工作进行挂钩，在垃圾量的产生、居
民分类行为有一种比较好的挂钩机制之
后，可以收费。”唐家富表示，从全国来看居
民的垃圾收费，上海要研究的就是和垃圾
分类减量挂钩，怎么体现所支出的费用和
垃圾量有关，“从上海垃圾处理来看，单纯
地收多少钱，并不是主要的目的。”

据唐家富介绍，2011年以来，生活垃圾
分类减量连续五年被列为市政府实事项
目。2011年上海在居住区启动了新一轮分
类减量工作；2012年垃圾分类范围扩大至
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集贸市场和
公园等场所；2013年至 2014年，全市分类
覆盖率进一步提高，同时积极探索提高垃
圾分类参与率与准确性的激励机制。

截至 2014年底，全市已实施垃圾分类
的场所累计总数超过 11000 个，覆盖居住
区 280万户。上海通过促进湿垃圾循环利
用等措施，人均生活垃圾末端处理量从
2010 年的 0.82 千克/日下降到 2014 年的
0.66千克/日。

上海市杨浦区新江湾城社区举行专题
讲座，向居民讲解生活垃圾如何分类。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