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上午，杭州市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分别召开“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推进绿色亚运，打造生态文明之都”、“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打响杭州文化品牌，打造世界文化名城”四个专题会议。

会上，委员们围绕特定的主题议政建言，并和与会主管部门交流。会

场的气氛尤为热烈，亮点纷呈，甚至“抢话筒”的场面都不时出现。两个多

小时过去，许多委员还觉得意犹未尽。

绿色亚运如何实施？空气质量怎么保证？

有人抢话筒，有人吟诗歌
昨天市政协专题会上，气氛很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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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会闭幕后
亚运村改造成国际人才村如何

对于杭州来说，当前正处在“后峰会前亚

运”的关键节点。亚运会不仅是近几年政府

工作重点，也是社会关注热点。在这场专题

会上，主持人话音刚落，委员们就纷纷举手要

求发言。

“绿色亚运”这个主题，是会前市政协

在广泛征求委员意见时，九三界别的委员

金鹰提议的，得到了委员们的一致响应。

昨天的发言中，金鹰建议，杭州应该借承办

2022 年亚运会的契机，全面推行绿色建筑

二星标准，新建亚运场馆建议实行三星标

准。

“住建部在2015年推出的绿色建筑评价

标准，将绿色建筑分为一星、二星、三星三个

等级，三星最高。目前杭州实行的是全面推

行一星标准、重点建筑实行二星标准。”金鹰

委员说，绿色亚运是杭州对世界的承诺，承办

亚运也是杭州城市文明进步的契机，我们应

该借此机会，将绿色建筑标准全面提升一个

等级。

钱报记者留意了一下，这场专题会议共

有 20 位委员发言，一个人发言刚结束，立即

就有许多手举了起来。有的委员无奈之下，

只好事先“发表声明”：下一个让我发言哦。

民进界别的赵海燕委员连续举手四五

次，但话筒总是被其他委员“眼疾手快”地抢

走。终于，在主持人“照顾”下，他总算得到了

发言机会。

赵海燕把目光投向了亚运会闭幕之后，

亚运村的利用问题。他提出，可以把亚运村

建设成国际人才村，与杭州引进海外高层次

人才的人才战略结合起来。“可以考虑把亚

运村 50％的公寓向‘国千’、‘省千’和‘521’

全球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开放，按略低于

市场价定向出售。还可以考虑在未来科技

城建设亚运村海外高层次人才分村，向城西

科创大走廊的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定

向销售，锁定 5 年内限制转让，让好不容易

引进的高端人才安居乐业，为杭州的大发展

服务。”

如何让亚运的天更蓝
市环保局负责人当场给出答案

绿色亚运，离不开好的环境。昨天的

专题会上，就有市政协委员向到场的市环

保局相关负责人提问：有没有更深入、更系

统地在做大气污染状况研究，能够在冬季

或亚运会等重大活动期间，做到精准预测

预警？

“对 PM2.5 来源的解析，杭州十多年前

就开始了。尤其是2013~2014年，通过每月

7 天、连续一年的采样分析，并经专家团队论

证，对日常的大气污染防治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通过这轮解析，市政府出台了 2014~

2017年杭州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计划，并在每

年市两会后及时制定年度防治计划，2018年

的计划正在编制中。”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连续多年治理下来，杭州的 PM2.5 平均

浓度持续下降，从 2013 年的 70 微克/立方

米，到 2017 年的 44.6 微克/立方米，下降了

36.3%。“即便是污染最严重的1月份，数据也

是呈斜线下降，说明杭州治气的药方是开对

的，研究也是对路的。”

该负责人还透露，除了PM2.5，杭州的大

气污染防治正面临一个新问题——夏季臭氧

污染。“我们正在开展新一轮研究，以 PM2.5

为主，兼顾臭氧防治。”

之后，杭州市环科院的负责人进一步介

绍了相关情况。在掌握全国空气质量信息、

各地污染排放清单及全球气象预报的情况

下，借助计算机模拟技术测算各个地区大气

污染的生成情况，并判断区域间的相互影响，

以此为依据发布预警信息。目前，杭州的预

报时间从原先的提前1天延长到提前3天。

杭州还引进了由环境工程专家、清华大

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院士领衔的研究团

队，为治气提供智力支持。

“西方发达国家彻底改善空气质量用了

半个多世纪，但我们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道

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有团结一致干事业的政

治优势，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相信杭州的天

会更蓝，环境会更美好。”这番话，让会场里响

起了掌声。

市 政 协 委 员

踊跃发言。

委员热议

●用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专题会议上，杭

州市农办副主任、市政协常委娄火明第一个

发言。他说，乡村振兴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三

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农

产品的销路、农民的出路和农业农村发展的

资金来路。杭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关

起门来搞建设，就农论农、就乡论乡。要利用

好建设世界名城、拥江发展这些平台，协调处

理好两者关系。”

而民进界别的政协委员杨敏则提出，要

用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守住记忆留住乡愁；要

构建特色乡村文化生态规划体系，注入“诗和

田园”情怀，让“空心村”变成“归心村”。兴之

所至，在会场上杨敏还吟诵了一首改编版的

《乡愁》。

●杭州要进一步推进“中国网络文艺之都”

在“打响杭州文化品牌，打造世界文化名

城”专题会议上，委员们也有各种献计献策。

杭州市政协委员、杭师大文化创意学院

教授、杭州市网络作协主席夏烈是杭州最早

关注、研究网络文学的人。在他看来，杭州是

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创新活力之城，他觉得，

当下年轻人喜爱的网络文艺，应该与传统相

结合。“杭州要进一步推进‘中国网络文艺之

都’的打造，杭州网络文艺发展的顶层设计需

要升级。”

●以教育筑基世界文化名城

在市政协委员、浙大附中校长申屠永庆

看来，世界文化名城的打造离不开学校教

育。“学校没有特色文化就谈不上国际化。”他

建议，统筹架构杭州文化育人体系，比如编撰

适合杭州中小学生的杭州文化课程，成为学

校必修课程；建立杭州文化基地，整合文化资

源；常态化组织杭州文化宣传教育主题活动

等等。

“杭州打造世界文化名城，中小学教育也

大有可为，真正把教育放在文化的大背景下，

让学生成为杭州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现

代文化的创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