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障小区体育用地；“腰围检测”防控慢性病；发展“夜经济”让长沙更“网红”

热腾腾的提案满满都是“民生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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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政协委员谢琳：
保障小区体育用地
让广场舞不再抢地

眼下，尽管健身房等运动
场所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但对
于更多普通市民特别是老人、
小孩而言，拥有一个与大自然
接触、舒适安全的健身环境的
需求更为强烈。近年来，广场
舞大妈们抢地盘纠纷频发，也
折射了公共体育用地严重缺
乏的现实。“在住宅小区附近
规划体育公共用地来满足群
众需求尤为重要。” 在长沙市
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政协
委员谢琳代表民建长沙市委
建议。

“我们从长沙市体育局了
解到，目前长沙市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仍只有1.44平方米，与
国家规定的到2035年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达到2.5平方米还
有一定距离。”谢琳介绍，2012
年颁布的《长沙市全民健身办
法》规定了市、区县（市）人民政
府应当根据公共体育设施建设
专项规划，按照就近、便民的原
则建设一定规模和数量的全民
健身活动场所， 同时《长沙市
“一圈两场三道”建设两年行动
计划 (2018—2019年 )》也提到
要在15分钟步行生活圈中完善
社区多功能运动站场、 社区慢
行道等设施配置。

“要保障体育用地总量供
给处于一个合理水平，需更重
视住宅小区的体育用地供
给。”谢琳认为，规划、国土、住
建等部门在审批住宅小区规
划时，应征求体育部门对于住
宅配套体育用地的审查意见，
形成联合审批的机制程序。要
保证体育用地分布的科学性，
在地方规划标准中对社区体
育设施的分级、 不同类型社区
体育设施的配置等内容进行明
确规定， 通过技术规范对各级
体育设施的服务人口、 服务区
域进行规定。

特别对于旧城改造开发
居民住宅区，要充分利用公共
绿化空间、 商业开放空间、建
筑空间、地下空间、街巷空间，
构建系统的体育设施空间框
架， 形成相应的政策性文件。
此外，可以逐年制定需完成的
保障体育用地目标，并将目标
的落实纳入国土及规划部门
的考核，彻底落实“配套规划
建设体育设施，与主体工程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
同时投入使用”。

■记者 石芳宇

长沙市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政协委员的提案，满满的都是
“民生味儿”。保障小区体育用地、发展“夜经济”、防治慢性病……
都洋溢着浓浓的民生气息，按下了民生改善“快进键”。

2019年，长沙接待
国内外游客 1.66亿人
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
2000亿元，同比增长均
12%以上。 长沙成为著
名“网红 ”城市，获评
“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
力城市”、 连续十二届
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 全国文化和旅
游消费工作推进会也
在长沙召开。1月5日，
长沙市政协委员刘慧
扬就激活消费潜力，让
长沙“夜间”亮起来提
出了意见和建议。

她认为，长沙应打
造夜市街区， 打造以
“五一商圈”为核心，太
平街、坡子街、黄兴路
步行街、 雨花非遗馆、
渔人码头为区域中心
的“夜间经济”示范区。
丰富夜娱文化，规划量
贩式演艺娱乐场所，推

进24小时实体书店、深
夜影院繁荣发展。塑造
夜游名片， 以湘江为
轴， 打造夜游精品线
路。

同时，适应全媒体
时代需要，注重文化创
意、科技创新，让太平
街、坡子街、黄兴路步
行街成为长沙网红打
卡地，茶颜悦色、雨花
非遗馆成为长沙网红
打卡点，进一步让长沙
成为著名的网红城市。
引导各景区立足特色
禀赋引流，瞄准假日夜
间引流，做足宣传推广
引流， 精心打造太平街
为代表的历史文化街
区、 以东瓜山为代表的
烧烤一条街， 以渔人码
头为主的湘江风光带夜
市街区，以“解放西”“化
龙池” 为代表的酒吧一
条街。 ■记者 石芳宇

一道辣椒炒肉， 是湖南人再熟悉不
过的家常湘菜， 其中的主要材料之一就
是猪肉。宁乡花猪是中国“四大名猪”之
一， 在全省乃至全国有着很高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十几年来，省政协委员、宁乡
猪养殖协会会长李述初一直致力于花猪
产业的开发和打造， 力图创建属于湖南
的“茅台肉”名牌。

去年两会期间，李述初递交了《推动
宁乡花猪百亿产业发展》《推进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两份提案。如今，这两份提
案都得到很好的推进。2019年8月9日，宁
乡花猪养殖示范场项目由宁乡市农发投
完成了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项目养殖规

模、粪污处理、设备采购等已进行论证。
湖南是传统生猪养殖大省， 为减轻

疫情给生猪养殖行业造成的损失、 保障
群众消费需求， 李述初通过政协云提出
了“关于启动农业巨灾保险基金”的微建
议。2019年10月18日，“省长信箱” 转发
省农业农村厅的回复表示， 已将非洲猪
瘟纳入强制扑杀补助病种范围， 并提高
扑杀补助标准，安排专项资金，及时划拨
省财政防控经费。

“希望通过努力实现‘出栏100万头、
产值100亿元’的目标，把流沙河镇打造
为全国花猪特色小镇。” 这是李述初的理
想。 ■记者 王智芳

自担任省人大代表以来， 孙清良认
真履行代表职责， 积极参加人大代表的
调研活动， 密切关注湖南和邵阳建设及
民生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经常深入基
层、深入群众了解社情民意，提出了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
见建议。

在湖南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
间， 为争取省委省政府加大对邵阳欠发
达地区的扶持力度，将邵阳纳入全国产业
衰退地区政策扶持范围， 孙清良提交了
《关于加大邵阳市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城区
力度的建议》，得到省发改委重视，党组成
员陈永实亲自赴邵给予答复；鉴于我省北
部只有一个“长株潭”城市群，为拉动“邵

永衡”城市群经济发展，在省十三届人大
二次会议上，孙清良领衔提出了《推进“邵
永衡”城市群建设的建议》……

在忠实履职， 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的
同时，孙清良还担当作为，促进企业改革
发展。今年4月以来，根据中央、省、市的
安排部署， 孙清良稳妥推进原邵阳市第
一建筑设计研究院、邵阳市第二建筑设计
研究院和邵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事
改企”合并重组改革。改革过程中，他妥善
处理改革中的各种矛盾与问题，没有一人
上访，也没有遗留任何问题。经过四个多
月的努力， 成功组建了一个500人的国有
企业———邵阳市规划建筑设计（集团）有
限公司。 ■记者 丁鹏志

权威数据表明，高
血压、 糖尿病等慢性病
导致的死亡占我国人口
总死亡率的86.6%，而
在长沙， 心脑血管疾病
列市民死亡病因第一
位， 慢性病医疗费用超
过总医疗费用的70%。
“慢性病防控做不好，健
康长沙实现不了！”1月
5日上午， 长沙市政协
委员易静在发言中为长
沙加强慢性病防控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

她建议，实施“长沙
全民慢性病防治大行
动”，以加快形成防大于
治的统一认识， 将健康
教育纳入市民教育体
系，提倡良好生活习惯，
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如
提出“腰围控健康”，她
说，“可以在全市推行
‘腰围检测’， 定期测量
腰围， 男性健康腰围不
超过85cm，女性不超过
80cm。加大政府购买服

务， 成立以家庭医生为
主的科普教育队伍，深
入基层宣传， 引导缺乏
运动的中年高危人群、
影响全家营养摄入的家
庭主妇等重点人群形成
科学的健康观念。”

构建“长沙慢性病
防治信息共享、 健康考
核”双轮驱动机制。一方
面实现医疗机构慢性病
数据共享， 利用5G+大
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建
立慢性病数据模型,开
展慢性病趋势预测；另
一方面， 建立一把手健
康KPI考核机制。 将全
民健康指数纳入“为民
办实事”考核指标，建立
强有力的考核机制。完
善慢性病医保报销政
策， 引导患者首诊在基
层； 推进长沙家庭医生
赋能赋权增收工程，让
家庭医生人才真正发挥
“主力军”“守门人”的作
用。 ■记者 石芳宇

省人大代表孙清良：多个建议助推欠发达地区发展

孙清良，邵
阳市人， 现任邵
阳市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院
长、 邵阳市规划
建筑设计（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
理、民盟邵阳市
委副主委。

省政协委员李述初：将宁乡花猪做成“双百产业”

李述初，长
沙宁乡人， 湖南
省流沙河花猪生
态牧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长沙市政协委员刘慧扬：
点亮夜空中最亮的星
让长沙更“网红”

长沙市政协委员易静：
推行“腰围检测”
防控慢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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