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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焦点

本报1月20日讯 从
猴子石大桥出发， 沿着湘
江风光带往北走， 到浏阳
河口时就得止步， 再往北
风光带就断了线。 在此次
长沙市政协十一届四次会
议上， 几位委员与列席人
士就此开始了讨论， 有委
员点评说， 原本属于市民
公共绿地的湘江风光带被
层层住宅隔开， 这既是规
划的遗憾， 也是规划的教
训，有委员则提出建议：能
不能建一座人行景观桥连
接浏阳河两岸？

【委员热议】
湘江风光带断线

“湘江风光带应该是
一条整体、 开放的公共空
间，但是到了浏阳河，风光
带就断掉了。”政协委员马
庆属于规划业界人士，他
说，“虽然现在江边上的也
是公共绿地， 但市民从湘
江大道到风光带要穿过一
片居住区，很不方便。”

“滨江文化园已经开放
了，但与北边湘江世纪城片
区的连接很不方便，” 来自
文化艺术界别的任智兰提
出，可不可以在不破坏原有
生态的前提下，建一座跨浏
阳河景观桥连通两岸？

“架人行景观桥肯定
比不架好， 但近期还没到
很急迫的地步， 架桥应该
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作为
长沙市规划行业资深人
士，马庆回忆说，在建湘江
大道浏阳河隧道之前也曾

有过架桥的设想， 但在经
过权衡后， 最终隧道方案
胜出。

“湘江风光带在这里
断了线， 这对业内搞规划
的来说， 既是遗憾也是教
训。”马庆说，“以后要多听
老百姓意见， 尽量避免这
种规划设计。”

【列席回应】
建不建桥要待论证

“现在从湘江风光带
过浏阳河，确实很不方便。”
列席长沙市政协十一届四
次会议的市城乡规划局副
局长匡利娥介绍，“三馆一
厅已经建成， 但浏阳河北
边居民要过来只有开车走
隧道或者坐公交， 开车出
了隧道的还要再调个头。”

“有没有可能在浏阳
河上建一座人行桥， 都有
待于我们去做比较系统的
规划。”匡利娥说，以前没
有想到长沙会发展得这么
快， 所以湘江风光带一段
一段分开做， 现在一下子
要把这些断掉的连起来有
难度。

不过他们已经意识到
这个问题了，2012年时，市
规划局公示过一份湘江滨
水区城市设计方案， 这份
方案规定， 在湘江滨水区
部分区域， 除了已规划建
设的高楼外、 不允许再建
高楼， 方案还在湘江两岸
选了21个重点地段进行控
制和引导。■记者 叶子君

实习生 蒋莹映

本报1月20日讯 今日下
午， 长沙市政协十一届四次会
议在长沙市人民会堂闭幕。

为期四天的会议中， 委员
们通过提案等多种方式来参政
议政———截至1月18日晚8点，
共向大会提交提案395件，其中
委员个人和联名提案327件，市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
提案54件， 政协专门委员会提
案9件，界别小组提案5件。

据了解， 对已经立案的提
案，长沙市政协将按照归口办理、
分级负责的原则批办， 直接通过
网上提案系统上传各承办单位研
究办理。大会闭幕后，市政协还将
对所有提案进行综合分析， 遴选
和确定重点提案， 开展提案办理
协商。 提案工作部门将配合市委
督查室、市政府办公厅督办提案，
继续开展提案办理复后评议，进
一步推动提案的办理落实。

社会建设类提案163件

占大头的是社会建设方面
的提案，共163件，占43.93%。
涉及的内容和市民息息相关，
如加强对失地农民就业职业培
训； 加快建立与完善长沙市轨
道交通安全管理体系； 建立留
守儿童帮扶机制； 加强对长沙
“三非”外国人管理；重拳治理
渣土运输乱象； 推进“三社联
动”，创新社区治理；加强停车
设施建设和管理； 进一步发展
养老事业；筑牢监管防线，提升
长沙食品安全保障能力； 推进
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促进互联
网医疗产业发展等。

经济、文化建设类占四成

其次是围绕经济建设方面
的提案，共97件，占立案总数的
26.15%。内容主要是：强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 用先发优势引
领长沙“十三五”发展；科学规
划园区经济，促进工业在“十三
五”期间创新发展；大力推动长
沙工业4.0发展；加快火宫殿城
及周边片区规划与建设； 以示
范区建设为引领推进长沙互联
网金融健康发展； 发展农业互
联网；完善“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体制机制；以建设国家级自
主创新示范区为契机， 加快长
沙高新区跨越式大发展； 加快
长沙“互联网+”节能环保产业
发展；房地产去库存等。

有关文化建设方面提案也
不少，有53件，占14.29%。主要
有： 加强炭河里文化旅游特区
建设； 推进义务教育阶段民办
教育发展；创造良好氛围，推动
全民阅读； 打造长沙非物质文
化遗产特色基地； 打造汉文化
城；开发人文资源 ，提升乡村旅
游品质； 持续开发利用红色旅
游资源； 进一步完善群众文化
团体建设和管理； 推进老年人
精神文化建设等。
■记者 叶子君 实习生 蒋莹映

本报1月20日讯 在长沙市政协十
一届四次会议期间，渤海银行芙蓉路支
行行长、长沙市政协委员周敏提出中小
微企业融资难主要是因为中小微企业
信用风险大、获取信息难，她建议建立
完善的中小微企业信用评价体系。

【现状】周敏介绍，我国商业银行目
前对中小微企业很难建立可靠的信任，
对中小微企业“惜贷”现象非常普遍。有
数据表明， 中小微企业在全国银行的贷
款占比为14.7%，股票融资为0.3%，债券融
资为0.6%， 财政方面对中小微企业资金
补助和补贴为0.8%， 合计外源性融资不
足20%，即有80%的企业资金是通过自筹
等内源性融资方式和地下钱庄等非正规
外源性融资方式筹集。

【建议】周敏建议政府方面建立完
善的信用评价体系， 实现社会信用信
息化。近些年来，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建
设社会信用信息化体系， 并已开通企
业和个人信息征信系统。“但这些远远
不够，还需要将税务、水电等相关部门
的各个信用系统协调起来， 以建立更
权威的综合信用评价体系和社会征信
体系，利用网络平台实现数据共享。”

■记者 丁鹏志

长沙市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闭幕

共收提案395件，社会建设类超四成

湘江风光带浏阳河口断线，委员提议

架人行景观桥连接浏阳河两岸

本报1月20日讯 长沙湘江
新区近年来交通拥堵现象渐渐
显露，部分路段堵塞越来越严重，
每逢上下班高峰时段和节假日，
几条高速尤其是收费站出入口
均拥堵不堪、车满为患。在长沙市
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期间， 黄瑶
委员提出了对湘江新区交通优
化改造提案。

他建议， 参照先进发达地区
的做法，尽量取消核心城区的高
速路网，将长益常高速长沙段、绕
城高速西线、 长潭西高速全线改
造为城市快速干线。“绕城高速西
线、长潭西高速改造后，可全面缓
解新区和长沙河西的整体交通
压力。”

黄瑶建议， 可以将长益常高
速长沙西收费站西移至长益交
界处，按照岳麓大道建设标准对
长益常高速长沙段进行改造。同
时，他还建议尽早启动长益常城
际轻轨和至宁乡的地铁、磁悬浮
线路等轨道交通建设，构建湘江
新区的立体交通网络。

“绕城线快速化改道后，有利
于加强湘江新区与长沙市其他
区县市的联系。特别是长潭西高
速改造后，加上坪塘大道的开通，
与湘潭有两条城际快速干道相
连，有利于加强与湘潭的联系，也
能为长株潭一体化作出较大贡
献。”黄瑶说。 ■记者 丁鹏志

湘江新区交通拥堵渐显
委员建议：

改部分高速
为城市快速干线

提案解读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委员建议：

建立完善的
信用评价体系

本报1月20日讯“湘粉”与“湘绣、
湘莲”被喻湖南“三湘”。上世纪90年代
初湘粉厂纷纷倒闭，“湘粉” 渐入低谷。
在长沙市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期间，
湖南传统特色产业“湘粉”受到委员们
关注， 朱桂洪委员建议政府成立扶持
小组， 建湘粉产业园，“让湖南人再度
吃上正宗的‘湘粉’”。

【历史】朱桂洪介绍，“湘粉”是湖南
著名特产，湘菜中的蚂蚁上树、湘粉芽
白、粉丝包、粉丝饺、鱼刺堡等特色菜
就是湘粉制成的。“湘粉” 盛行时期在
上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当时长沙
河西几乎每个乡、村都有湘粉厂，几乎
家家都有磨房。“加工的粉丝运销日
本、东南亚、欧美等地，一度成为我省
特别是长沙市支柱产业。”

【建议】朱桂洪说，“湘粉”生产可以
形成一条很好的生态产业链。 他算了
一笔账：“一条年产万吨湘粉丝的生产
线，每天需消耗豆类100吨，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下脚料浆就有1000吨， 这些
脚料可以养猪、养鸡、养鸭。猪、鸡、鸭的
粪便可以经过大型沼气池生态处理后
用于养鱼， 这就形成了一个有机生态
链养殖模式， 几乎无饲料成本。” 朱桂
洪说， 项目建成后可打造一个年产值
10亿元的工农联合体， 安置1000人就
业，实现税利2个亿。

对此， 朱桂洪建议政府成立专项
扶持小组，建湘粉产业园，在政策上，
特别是项目用地上优价出让给“湘粉”
企业。 ■记者 丁鹏志

湖南米粉陷低谷，委员建议：

建“湘粉”专业产业园

1月19日，长沙湘江东岸风光带银盆岭大桥以北段。湘江风光带橘子洲大桥至三汊矶大桥段
去年10月启动提质改造，沿江景观带品质将得到提升。 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