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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1月26日讯 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山东
省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圆满完成
各项议程，1月26日上午在山东
会堂闭幕。

省政协主席葛慧君，省政协
副主席王书坚、林峰海、赵家军、
于国安、唐洲雁、王艺华、韩金
峰、王修林、程林、刘均刚、段青
英和秘书长边祥慧在主席台前
排就座。

李干杰、周乃翔、付志方、杨
东奇，在主席台就座。

闭幕大会前，在于国安主持
下，举行选举大会。

会议首先通过辞去省政协
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
职务人员名单。因年龄原因，付
志方同志不再担任省政协主席
职务，吴翠云同志不再担任省政
协副主席职务。因年龄和工作
变动原因，刘永巨同志不再担任
省政协秘书长职务，15名同志不
再担任省政协常委职务。与会
同志对他们为山东政协事业发
展作出的贡献表示敬意和感谢。

会议通过了省政协十二届
五次会议选举办法及总监票人、

监票人名单，选举葛慧君为省政
协主席，选举王书坚、林峰海为
省政协副主席，选举边祥慧为省
政协秘书长，选举21名省政协
委员为省政协常委。全场委员
以热烈的掌声对新当选的省政
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委
表示祝贺。

选举之后，葛慧君主持闭幕
大会。会议表决通过了政协第
十二届山东省委员会第五次会
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
决议，表决通过了政协第十二届
山东省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
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报告的决
议，表决通过了政协第十二届山
东省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省
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提案审查
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政协第
十二届山东省委员会第五次会
议政治决议。会议各项决议和
报告通过时，会场内响起热烈的
掌声。

葛慧君在讲话中说，在中共
山东省委领导下，经过全体与会
同志的共同努力，省政协十二届
五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李干杰书记在开幕大会上的讲

话，总结回顾了过去一年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的突出成就，充
分肯定了省政协一年来的履职
工作和委员辛勤付出，对做好今
年省政协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体现了省委对政协工作的高度
重视和对广大委员的殷切希望。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
落实。

葛慧君说，这次大会选举我
担任省政协主席，选举王书坚同
志、林峰海同志担任省政协副主
席，选举边祥慧同志担任省政协
秘书长，补选21名常委，这是中
共中央和省委对我们的信任与
重托，是全体委员对我们的厚爱
与期望，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
命光荣，一定不辜负组织的重托
和同志们的期望。

葛慧君指出，今年是中共二
十大的召开之年，也是新时代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的关键之
年。中共山东省委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嘱托，锚定“走在前列、全
面开创”“三个走在前”总遵循、
总定位、总航标，作出一系列安
排部署。我们要紧跟省委步伐，
紧扣中心工作，坚持建言资政和

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努力在新时
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征
程上，担当新使命、展现新作为。
要保持稳如泰山、坚如磐石的政
治定力，始终深学笃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
终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
根本政治原则，始终牢记“国之
大者”就是责之重者，切实把中
央部署和省委要求转化为政协
工作的生动实践。要凝聚万众
一心、众志成城的磅礴合力，深
刻理解把握“九大比较优势”的
内涵和要求，主动站位大局、服
务大局，充分发挥“重要阵地”

“重要平台”“重要渠道”作用，聚
思想引领之力、建言资政之力、
团结联谊之力，为推动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贡献政协力量。要彰
显商以求同、协以成事的制度效
力，坚决落实“人民政协为人民”
的要求，做到协商于民、协商为
民、协商利民，坚决落实发展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切实把人
民政协的独特优势转化为治理
效能，坚决落实提高协商质量的
要求，使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成
色更足、分量更重、作用更大。

要激发时不我待、事争一流的干
事活力，涵养深厚情怀，情牵“大
国之重”，心系“万家灯火”，练就
过硬本领，弘扬优良作风，守正
创新，接续奋斗，推动政协事业
焕发新生机、迸发新活力、开创
新局面。

葛慧君强调，让我们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山东
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沿着习近平
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开拓进取、勇
毅前行，为谱写新时代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省建设新篇章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中
共二十大胜利召开！

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
的还有：夏红民、张江汀、孙立
成、白玉刚、王宇燕、陆治原、邱
月潮、刘强、王随莲、王良、齐涛、
王云鹏、王华、凌文、孙继业、范
华平、汲斌昌、傅明先、曾赞荣、
王心富、李猛、张甲天、陈勇、张
传林、李德强、栗甲、雷建国、吴
翠云、陈光、赵润田、许立全、郭
爱玲、雷杰、杨军等。

大众报业记者 魏然 房
贤刚

“城市供暖一直沿用‘燃煤热源
+大管网长距离输送’的模式，煤炭
消耗高，碳排放强度大。随着城市
扩容和新农村建设推进，不断增长
的供暖需求与压煤减排的矛盾十分
突出。”省人大代表，淄博热电集团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玉明建
议，彻底摒弃“燃煤热源+大管网长
距离输送”的传统供暖发展模式，
通过出台具体的推进措施和支持
政策，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供暖。

王玉明说，虽然近些年来山东
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压减煤炭消
耗上做了大量工作，但煤炭消耗总
量仍处于高位，而近年来随着技术
的创新与发展，可再生清洁能源推
广应用的条件已经成熟，用电能驱
动的热泵技术（太阳能高效利用的
装置）的广泛应用成为当前建筑用
能（供暖、供冷、生活热水）最现实
的减碳路径。

据王玉明介绍，热泵技术在全
国已经形成大规模推广应用的态
势。以居民供暖项目应用为例，淄
博高新区双岭家园和商山湖四季
华城两个小区共40万平方米，采用
楼顶分布式空气源热泵能源箱提
供居民供暖+全年24小时生活热水

“二联供”服务，两个项目运行稳定
可靠，其中双岭家园北岭社区一期

5万平方米已运行第六个采暖季，
受到居民的普遍称赞。

王玉明分析认为，可再生能源
对比传统集中供暖具有明显优势。
以空气源热泵为例，对比传统的

“燃煤热源+大管网长距离输送”集
中供暖模式，供1万平方米居民建
筑采暖，使用空气源热泵供暖一个
采暖季便可节约标煤148吨，减少
CO2排放370吨。长距离输送热源
无须建设大管网的特点又能节约
土地和地下空间资源。此外，空气
源热泵供暖还有布置灵活、系统集
成、运行经济、稳定可靠等优势。

尽管如此，受社会认识不足、
市场接受度低等因素影响，多年
来，可再生能源的推广一度受限。

对此，王玉明建议，按照“政府
推动、示范引领、市场化运作”的思
路，围绕明确推广应用范围、出台
相关支持政策、加快推进试点示范
工作和重大项目建设、加强行业监
管、推动健康发展等方面，下决心
摒弃燃煤集中供暖的发展模式，实
现减碳降排。

同时，王玉明提出，实施可再
生能源供暖是供热行业未来发展
的方向，也是实现供热行业碳达
峰、碳中和的重要路径，应采取积
极的措施进行广泛的舆论宣传和
引导，引导可再生能源供暖技术应
用快速推进。 大众日报淄博
融媒体中心特派记者 李振兴

省人大代表王玉明：

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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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胜利闭幕
通过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政治决议 李干杰周乃翔杨东奇出席
选举葛慧君为省政协主席 选举王书坚林峰海为省政协副主席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
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是山
东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重大任务。

进入新发展时期，山东
对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农
业农村现代化谋划全局，突
出“可操作、可落地、可执
行”，科学规划重点工程、重
点任务和支撑措施，扎实推
进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建设。
而人才优先发展则是一项基
本原则，怎样抓住人才建设
这个关键，落实人才政策，培
育农业农村人才双创队伍？
山东省“两会”期间，山东省
政协委员、致公党淄博市委
主委王明新就乡村人才振兴
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过程中，山东农业农村人
才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不可否认也暴露了一些问
题。”王明新坦言。

王明新介绍，根据他的
调研总结，山东农业农村人
才资源匮乏，人才政策支持
力度不够，人才“引不进、留
不住”等问题比较突出。山

东省农村实用人才占比不足
10%，且存在文化程度偏低、
年龄偏大、知识老化现象，同
时农村实用人才仍以传统产
业为主，从事种养业人才较
多，新兴产业人才较为短缺；
农业农村产业基础单一薄
弱，产业对人才的集聚效应
不明显，政策支持力度不足；
部分农技培训浮于表面，一
些有思想、懂技术的人纷纷
外流，在基层历练的工作者
多产生被动逃离的思想，扎
根基层的愿望不强，部分农
业类企业招引人才的动力
不足。

一省一市的人才建设问
题并非偶然事件，国家层面
也看到在乡村振兴中存在的
人才问题。据了解，2021年，
中办、国办联合下发《关于加
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
见》，提出到2025年，乡村人
才振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
基本形成，乡村振兴各领域
人才规模不断壮大、素质稳
步提升、结构持续优化，各类
人才支持服务乡村格局基本
形成，乡村人才初步满足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需
要，为“十四五”农业农村人
才工作明确了前进方向。

“有了人才，乡村振兴才

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王明
新说。

为此，王明新建议，要建
立青年下乡的政策激励机
制，针对村庄“空心化”问题，
聚焦青年农民、青年科技人
才、返乡创业青年等群体特
点，构建青年回乡下乡的政
策激励机制；理顺基层农技
推广体系，实行乡镇农技推
广机构以县为主的管理体
制，按公益性、区域性、综合
性、层次性原则，因地制宜设
置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创
新人事管理制度，丰富基层
农技人员来源；省、市、县各
级财政建立专项资金，对乡
村人才振兴项目政策给予支
持保障；加强校城合作共
建,充分利用当地高等院校
等资源优势，加快农业科技
孵 化 、人 才 培 育 和 改 革
创新。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特派记者 孙良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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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青年回乡下乡政策激励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