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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对对碰

增进民生福祉，点亮幸福生活
悠悠千万事，民生重千钧，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坚持把人民幸福安康作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提升幸福城市成色。

台州如何切实有效改善民生，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听一听代表委员们的心里话。

完善体育设施
提升百姓运动幸福指数

金剑波 市人大代表

台州市规划事务中心主任

体育事业发展程度是城市综

合实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

现，彰显着一座城市的整体素质和

精神风貌。

“体育产业对促进城市经济发

展、丰富市民生活、提高城市知名

度、打造城市形象、营造和谐社会

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金剑波

表示，杭州亚运会的成功召开，就

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近年来，台州市非常重视体育

事业的发展，出台《台州市体育事

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努力提高

台州体育服务水平。

然而，随着经济日益发展，城

市化率提高，市民对体育健身需求

不断增强，金剑波在调研中发现，

我市体育设施建设的数量有待增

加、体系有待完善、品质有待提升。

“为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提升

百姓运动幸福指数，加快体育设

施建设刻不容缓。”金剑波建议，

首先要构建与当地相适配的现代

化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立

“市级－区级－街道（乡镇）级－

社区（村）级”四级配置的体育设

施分级体系，科学布局体育用地

和体育设施，规划体育健身公共

服务圈，并结合未来社区、未来

乡村建设，全面推动公共体育均

等化、休闲体育特色化、体育服

务产业化发展，将体育融入台州

共同富裕基本单元。

其次，要结合生活圈统筹考

虑，鼓励建设嵌入式、功能复合式

的体育场地设施。提高土地利用效

率，在城市灰空间、边角地、桥下空

间、社区、公园绿地、屋顶等区域，

见缝插针集约用地，建设可供全年

龄段人群运动的公共体育设施。

最后，要加强特色体育设施布

局和建设。依托台州山水自然资

源，构建通山达海的特色健身步道

轴线，开展具有地形地貌特点的体

育运动项目，形成体育研学、体育

文旅、体育医养等文旅体产业融合

发展路径。此外，要挖掘本土优势

体育项目，强化特色体育产业发

展，形成品牌带动与宣传效应，打

造特色运动休闲体育城市。

记者 徐颖骅/文 杨辉/图

本报讯（记者 郭天宇）按照台

州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的议案截

止时间，到1月16日12时，本次会议

共收到议案、建议 274件，其中代表

10人以上联名提出的议案4件，代表

对我市各方面工作提出的建议 270
件。

今年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的深化之

年，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 70周
年，也是台州撤地设市30周年。代表

们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认

真落实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聚力

“三条路径”、奋进“三高三新”，本着

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对台州发展

高度负责的态度踊跃提出议案、建

议，为我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中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积极

建言献策。

再创民营经济新辉煌，不断增

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是代表们

关注的焦点。胡晓燕代表提出的《关

于加强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推进民营

经济新发展的建议》、江桂兰代表提

出的《关于助推民营企业“走出去”

的建议》、杨霞代表提出的《关于加

大扶持台州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发展

的建议》，都体现了代表们对助力台

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无限热情。

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

城市建设品质历来备受关注。在今

年的会场上，这些热点话题再次引

起了代表们的热烈讨论。例如朱国

标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快城市更新

提高城市品质的建议》、陈绍荣代表

提出的《关于要求打造精品示范路

的建议》、张小燕代表提出的《关于

加强住宅小区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

桩监管的建议》，都集中反映了代表

们对加快打造高能级城市的新期

待。

从民生关切中找到民生动力。

许菊芳代表提出的《关于强化劳动

实践教育的建议》、阮晓宇代表提出

的《关于健全优化医院周边配套交

通设施 方便群众就医的建议》、邱

迎风代表提出的《关于打造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的建议》等，从就学、就

医、出行、养老等方面汇聚广大人民

群众的呼声，为我市高质量发展出

谋划策。

审核通过的代表议案，将交由

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对代

表提出的建议，大会秘书处已在会

议期间进行预交办，以便承办单位

第一时间启动办理工作，待大会结

束后，再由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

会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正式交有关

机关、部门和单位办理落实。

市六届人大四次会议收到议案建议274件

陈伟鹰 市政协委员

玉环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民盟台州市委会副主委

近年来，孩子三岁前的托育工

作让不少父母发愁。面对带娃难题，

谁能来“搭把手”？

可以说，幼有所育一直是市民

关注的热点。三孩政策实施以来，我

市虽出台了一些政策，但由于托育

机构发展起步较晚，各地发展不平

衡，许多政策难以落地，离群众需求

距离较大。具体存在支持保障力度

弱、公办托育机构缺、行业发展基础

薄、工作协调难度大等问题。

举个例子，我市优质型和普惠

型托育服务供给在城乡之间分布不

平衡，社会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受

经济条件、传统习俗等因素影响入

托意识较弱，导致全市 3岁以下婴

幼儿总入托率不高，部分托育机构

投运后托位空置率高，盈利能力较

弱，运营发展困难。

如何解决“托育难”问题呢？陈

伟鹰建议，首先要优化顶层设计。重

点加强基层卫生院“医防护”儿童健

康管理中心建设，会同属地镇街一

起做好辖区托育机构的指导督查服

务工作，确保托育机构逐步实现科

学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不断提

升婴幼儿托育服务品质。

其次，要强化要素保障，包括空

间、资金、人才等三方面保障。要完

善托育从业人员教育培训体系，形

成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长

期和短期培训相组合的多样化一体

化培养方案，为托育从业人员提供

稳定持续的专业成长服务。

第三，要拓宽办托渠道。优先支

持幼儿园扩建（开设）托班，支持新

建幼儿园同步配建托班，提高托育

服务能力和质量。培育“医育结合”

托育服务模式，发挥专业优势，促进

婴幼儿健康管理、早期生命质量提

升等托育服务高品质发展。

最后，要营造良好氛围。呼吁社

会各界关注和支持托育事业发展，

共同倡导“科学保育、规范照护、保

教结合”的育儿理念，优化托育事业

发展空间，改进社会家庭生育意愿。

鼓励托育机构增强与各方的互动交

流，精确掌握本地新生儿家庭现实

需求，提供多层次、多形式的托育服

务，提高入托率和托位实际使用率。

记者 施亚萍/文 潘侃俊/图

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
托起幸福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