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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苑众议苑

12名委员发言

点点亮亮
会场会场 本报讯 昨日下午，省政

协七届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
会议在省政协会堂隆重召
开，12名委员依次上台进行
发言，就如何提升海南营商
环境、抢抓“一带一路”机遇、
推广共有产权住房建设、振
兴我省实体经济、精准扶贫
等问题畅所欲言；还有部分
委员递交了大会发言材料，
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建设
性的建议，为海南经济社会
发展建言献策。

记者 钟起的 苏钟 沈
丽焕 畅凯

建议：坚持“走
出去”和“引进来”

王胜建议，我们应立足“海南所需、
外方所长”和“外方所需、海南所长”的
原则，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突出
重点地区、重点国别、重点领域、重点项
目合作，深耕东盟及周边国家，巩固中
亚和中东欧国家，深入对接欧美国家，
借助港澳“超级联络员”作用，加强空
中、海上互联互通、资源能源、农业、医
疗旅游等领域合作，把优势产业做精做
强，把短板产业补齐补足。

同时，要建立政府牵线搭桥、企业
参与跟进的协作机制。一方面发挥好
我省博鳌亚洲论坛、省领导出访、海博
会等各类政府主导的涉外平台作用，
实现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同时政府应
加大政策宣传引导，适时利用各种平
台和渠道组织有想法的中小企业去国
外实地调研，共同对接沿线国家市场；
另一方面，省发改、商务、财政等经济
部门应建立“走出去”项目信息库，发
布重点投资地区的市场需求、投资环
境、资源条件、合作伙伴等，为“走出
去”企业提供支持。

“近年来，海南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积极开展对接合作，但
同时，我省‘一带一路’建设还存
在一些不足和需提升的地方，一
是在部门间协调联动、整合优化
各方信息、上传下达等方面，功能
和作用还需进一步优化完善和加
强；二是在经贸、金融等产业领域
交流合作偏少，缺乏‘大块头’的
对外合作项目；三是我省企业在
沿线国家投资的境外项目规模偏
小、投资方式比较单一。”

——省政协委员王胜

关键词
“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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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共有产权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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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在就业集中区
域建共有产权住房

丁飞发言时提出建议，推动社会力量、非营利性
组织成为共有产权住房的重要参与者。“拓宽共有产
权住房持有主体的积极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可以
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实现投入多元、持有多元，加快我
省共有产权住房体系建设。二是可以减轻政府的压
力和负担。”丁飞说。

其次，建议共有产权住房按照普通商品房标准
建造，避免重蹈建设经济适用房时出现低标准房的
覆辙。在经济适用房与限价商品房发展过程中，不
同程度地出现了低标准房的问题，在房屋质量、户型
设计、居住环境及配套等方面与商品房差距很大，后
期问题较多。

因此，建议共有产权住房除限定面积户型外，楼
盘质量应当坚持与普通商品房的品质标准要求相
同，促进我省住房市场的有效供给和提升共有产权
住房的有效利用。同时，建议共有产权住房选址应
当在就业集中区域，综合考虑就业人口、周边配套，
推动共有产权住房真正有效地解决市场供给，真正
满足人民群众的住房需求。

“共有产权住房对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完
善住房制度，建立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支持
中端购房，抑制投机、促进住房公平，具有重
要作用。作为与‘限购、限贷、限价、限售’等
需求端举措相结合的综合施策手段，既体现
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调控思
路，也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可以达
到‘去库存’的目的。但我省至今尚未出台有
关‘共有产权住房’的具体管理办法。”

——省政协委员丁飞

关键词 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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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为企业减负，积极减税降费

“总体看，经过近几年努力，海南省制造业增长新旧动
能在加速转换，传统优势制造业继续发挥工业稳增长支撑
作用，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保持高速增长，但面临全球再
工业化冲击，还存在两化融合进程较慢，企业设计研发能
力不足、人才紧缺等问题。” ——省政协委员汪青春

1.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设立省级创投引导基金，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2.鼓励双创转型升级。支持各类市场主体不断开办新企业、开发新产
品、开拓新市场，积极发展众创、众包、众扶、众筹。同时，完善以企业为主
体的产学研合作创新体系。

3.完善机制服务企业。要着力推进简政放权，防止过度和不正当干预
市场，着力改善营商环境。当前，应格外重视为企业减负，积极减税降费。

4.加快园区建设。在园区资金安排上相对集中，支持重点工业园区、高
新技术和信息产业两类园区成片开发，确保园区规划得到有效执行。

5.推动引才育才工作，服务企业人才需求。健全人才落户服务保障政策，
切实解决人才落户、住房保障、家属就业、子女就学、老人就医等现实问题。

关键词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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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把海南建成自由贸易免税岛

“未来海南的发展同样进入了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是海南的省情，经济
欠发达也是海南的省情，这就是海南经济发展质和量的问
题。发展依然是解决海南所有问题的关键所在。”

——省政协委员张学修

1.坚守海南三大优势，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把整个海南岛作为
一个大城市进行统一规划，是政府保护好海南的沙滩、阳光、空气等自然环
境的必然举措。

2.紧扣海南实际，鼓励创业创新、促进产业发展。一分部署、九分落
实。省政府提出十二个重点产业发展的规划，要把产业发展真正落到实
处，不要只停留在口号上。

3.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以拉动投资增长。一方面要拉动内需市场；另一
方面，要引导岛外游客在海南期间，想买有东西买，想玩有景点玩，想住有
好酒店选。只有机场的免税店是不够的，要普及全海南岛，建设自由贸易
免税岛，同时申请放开本岛居民一年只享有一次性购买免税商品的限制。

关键词 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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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探索实施“金融+”精准扶贫模式

“2018年，我省还将完成18.3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计
划和117个整村推进扶贫开发任务，下一阶段的任务不可
谓不重。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薄弱，经济社会发展滞
后；部分地区财政资金的撬动能力发挥受限，融资难、担保
难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省政协委员韩明

省政协委员韩明说，建议充分发挥政府在脱贫攻坚中的主导作用，引
导金融机构探索实施五种“金融+”精准扶贫模式。

1.“金融+特色产业”精准扶贫。加大产融结合力度，帮助贪困地区培
育自身“造血”能力。

2.“金融+旅游”精准扶贫。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和鼓励各金融机
构加大对旅游景区、美丽乡村、特色小镇、共享农庄的支持，培育旅游和多
个产业相结合的产业链，助力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产业脱贫。

3.“金融+互联网”精准扶贫。贫困户及扶贫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金融
平台满足支付结算需求，还可以通过电商平台扩大农产品交易渠道。

4.“金融+政府增信”精准扶贫。探索建立扶贫信贷政策性担保机制；
完善农业保险政策；构建防止返贫机制。

5.“金融+政策”精准扶贫。建立扶贫信贷投入激励机制，对重点贫困地
区的涉农信贷机构给予适当补贴或奖励，调动金融机构参与扶贫的积极性。

省政协七届一次会议
第二次全体会议隆重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