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閆
冰
竹

全國「兩會」大幕開啟，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北京銀行董事長閆冰竹共提交了11

件提案。他在「關於促進京津冀金融協同發展的提案」中指出，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促進京津冀金融協

同發展，並以金融服務提升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層次，是進一步優化國家發展區域佈局和社會生產力空間

結構，實現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產業對接協作、調整優化城市佈局和空間結構、擴大環境容量生態空間等

關鍵舉措的重要支撐。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王曉雪兩會報道

發展環保產業需積極撬動社會資本

「朋友圈」催生「一號提案」

閆冰竹此次提交的11件提案重點皆聚
焦經濟金融領域，特別是他長期關

注的中小企業、中小銀行的發展等問
題，同時包括京津冀協同發展、城鎮化
建設、消費金融等熱點問題。

強化協同發展頂層設計
閆冰竹說，京津冀協同發展是習近平
總書記親自倡導並全力推動的重大國家
戰略，受到舉世矚目，被譽為中國經濟
改革新征程的「一號工程」。他建議將
金融協同發展作為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
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京津冀金融協同
發展的頂層設計，指導京津冀地區金融
政策、金融監管和金融資源的協同。
他在提案中建言以金融政策協同強化
協同發展頂層設計。堅持利益共享原
則，轉變「行政區經濟」的觀念，制定
覆蓋整個區域的金融合作規劃，形成京
津冀區域金融協同機制。制定符合「大
市場」要求的區域金融競爭、合作規
則，明確發展步驟，以及三地在整個區
域金融發展中的定位、目標和任務等。
發起設立京津冀銀行和京津冀協同發展
國家基金，為京津冀地區基礎設施建

設、資源開發、產業合作等有關項目提
供投融資支持。

打破區域行政壁壘
提案建議以金融監管協同引領金融資

源優化配置。以政府監管體制改革先行
帶動區域資源整合為思路，形成三地一
體的監管體制。打破區域行政壁壘與市
場分割的現象，加快京津冀一體化整
合，形成發展合力。
同時以金融資源協同提升區域合作戰

略層次。對於金融資源流動，建議跨越
行政區域的概念，將京津冀視為同一行
政區劃對待。京津冀地區的金融機構在
區域內設置分支機構，視同在同一行政
區劃內。鼓勵區域內金融機構跨行政區
劃參股，或組建跨行政區劃的金融機構
和金融控股公司，為區域發展提供長期
穩定的支撐。鼓勵北京、天津的高端金
融資源向河北輸出，充分發揮輻射和帶
動作用，改善三地金融發展水平差異較
大的現狀，整體提升京津冀區域金融發
展的層次，使金融業能夠更好地支撐產
業轉移、城市佈局優化、環境保護等，
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張艷利長春報
道）吉林省政協委員有個微信朋友圈，今年吉林省政協
的「一號提案」就產生於這個朋友圈。

微信群55名成員來自14個界別
「政協委員之家」微信群被評為今年吉林省政協優秀
活動組。省政協會議閉幕後，群主徐文芳委員打開手
機，群內的對話框顯示，大家都在為這個榮譽點讚。
徐文芳建立這個微信群，是在去年10月8日的下午，

建群的初衷是「委員之間希望能有個更便捷的交流平
台」。她說，委員們平時見面很難，想組織調研活動，
挨個打電話通知也不方便，「於是我就考慮建一個微信
群，讓大家加進來。」

建群時，徐文芳把自己微信好友裡的委員都拉了進
來，宋彬委員是第一個進群的，隨後，她也將微信通訊
錄裡的委員加進了群裡。「政協委員之家」微信群從最
初的15名成員發展到55人，來自14個界別、8個黨
派。這個圈子以「60後」為主，平均年齡50歲左右，
「大家在群裡的活躍度絲毫不輸給年輕人。」徐文芳
說，開始是分享一些新聞和勵志文章，後來開始組織一
些公益活動，「我們一起去慰問抗戰老兵，還去看望留
守兒童。」

朋友圈促成集體調研
建群一個月後，也就是2014年11月8日，群內舉行

了首次委員聚會，平時通過手機交流的委員們，面對面
地討論起這個微信群的目的和工作想法，並且達
成共識，決定在年底前搞一次集體調研。
11月21日，吳義春委員提議，以道路交通管理

作為主題展開調研。「從去年6月開始，我就從多
方面了解到，群眾對交通管制過嚴、受罰過重的
意見非常大，這個問題要抓緊時間破解。」他
說，想找到問題的根源、提出切實的解決辦法，
就必須調研。
吳義春號召大家自願報名，全程AA制，自己備

車。他的倡議得到了大家的積極響應，第二天就
有20位委員報名。之後，他們開會討論，連任四
屆政協委員的吳義春，依據自己多年的經驗制定
出了一套完整的調研方案。最後，確定參與調研
活動的委員有15人，包括徐文芳、管欣、蔡鴻亮
等。
「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對道路交通管理都不了

解，為了保證調研的充分，我們在出發之前做了
一個周密的培訓。」吳義春說，他們邀請多位業
內專家對參與調研的委員進行培訓，幫助大家完
善理論及技術準備。
去年12月初，15人分成四個小組，從南北兩條

線路，對全省九市州及長白山管委會展開全覆蓋調研。
這場調研的創新之處，不單是發起自微信群，方式也

完全不同以往，「政協出去視察，按照原來傳統的方
式，都是先打招呼，這次是『暗訪』的方式，主動出
擊、接觸群眾、接觸現場後，再和相關部門見面。」吳
義春說，他們所有的調研資料都來自群眾的意見。
這次調研活動共走訪了200位民警和司機，並隨機向

市民發佈1,000份調查問卷，全程行走3,000多公里。
但是，「沒打招呼」的調研模式也遇到過尷尬。「按
照計劃，我們在去年12月12日派6名委員到省公安廳
交警總隊調研，但是被攔在門外。因為沒有通知，所以
不接待。」在今年1月9日省政協專門為本次調研召開
的主題諮政會上，吳義春直言，「我們來調研，就是不
希望你們提前知道，就是要強調隨機狀態，這樣才能真
實。」

推動長春交通新政出台
近20天的全面調研，形成了3萬多字的文字記錄，

近百幅現場實物照片。小組成員們將資料全部匯集以
後，開了三次理論工作會，共同分析全省各地的交通問
題癥結，隨後與九市（州）及長白山管委會的交通管理
部門座談。
「當時群眾呼聲最高的問題之一，就是長春城區的右

轉彎軋線處罰。我們調取交通指揮中心的數據，全年罰
款在軋線方面佔79%，而且絕大部分都是右轉彎後輪軋
線。」吳義春說，調研過程中，他們把問題直接提給長
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隊支隊長王玉民，「王玉民當場表態
會盡快研究解決辦法。」
今年1月，長春交警支隊結合輕微交通違法不予處罰
的人性化管理措施，重新制定了12項交通違法行為只
採取警告教育不予處罰的規定。
曾經與委員們交流過的出租車司機們非常高興，「政
策實施的那天，我的電話不停地響，他們專門打電話感
謝給我們。」吳義春說。

「特殊界別」提交「一號提案」
吉林省公安廳交警總隊主動邀請調研組的委員進行座

談，委員們提出的交通普法教育、交警隊伍強化、特殊
群體交通安全保障設施等近20個問題，都得到了省交
警總隊的書面回答，並且將回覆轉交到了省政協，這15
名委員還被聘為全省交通督察員。
調查組將這次調研結果形成了提案，被列為本次吉林
省政協會議的「一號提案」，這15人也成了會上一個
特殊的「界別」，除了參與正常會議進程之外，還要對
交通問題繼續展開專題討論。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王曉雪、聶
晨靜兩會報道）近年來，以霧霾等環境問題成為民
眾廣泛關注的高熱話題，「穹頂之下」中國該如何
實現綠色發展，也成為今年兩會代表、委員們的討
論焦點。全國政協委員、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
（見圖）提交提案指出，要使環境質量好轉的拐點
早日到來，必須加快環保行業的發展，而環保行業
發展關鍵則是撬動社會資本積極參與。

環保價格機制有待完善
郭廣昌認為，年初實施的新《環保法》，加強了
環境執法力度，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促進環保產業發
展的政策，如鼓勵政府購買社會服務、鼓勵採取
「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的 PPP 模式、倡導發展
「第三方治理」等，這些都將積極促進環保行業的
發展。
然而，郭廣昌表示，目前環保行業還存在諸多制

約因素，如：法律頂層設計不足，環保價格機制有
待完善，稅收及金融對環保行業支持尚需提高等。

因此，他建議國家盡快統籌各相關部門，加快深化
改革和出台一系列具體措施，切實加快環保行業發
展。

稅收優惠與金融支持應「雙管齊下」
郭廣昌在提案中列舉出多項具體措施。他認為首

先要加快《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法》的制
定及實施，這是政府與社會資本雙方契約精神的重
要保障。應明確，對於社會資本方違反《特許經營
法》的行為，嚴格按照合同與法律予以處罰；對於
政府方違反《特許經營法》的行為，如拖欠污水垃
圾處理費等行為，企業可首先向國家有關部門提出
申訴。
同時，在稅收方面，郭廣昌建議政府對承擔環境

公共服務的企業實施稅收優惠，具體有：建議取消
對城市供水行業 3%增值稅；建議減免環保企業的房
產稅、土地稅；建議對環保企業統一實施 10%-15%
的所得稅優惠稅率，取代現在的如對垃圾處理企
業、污水處理企業「三免三減半」的稅率政策。

在金融支持方面，郭廣昌建議盡快出台與落實
「特許經營收費權抵押」政策；建議國內政策性銀
行或商業銀行就環保行業發展給予進一步的專項資
金支持，如實施環保產業信貸利率優惠政策；建議
建設國家「綠色銀行」，並積極鼓勵社會資本創辦
專業的「綠色銀行」，以更好地通過長期專門貸款
等金融手段支持中國環保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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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一號工程」
■■北京商務中心區夜景北京商務中心區夜景。。 本報北京傳真本報北京傳真

■■閆冰竹閆冰竹 本報北京傳真本報北京傳真

■■吉林省政協委員徐文吉林省政協委員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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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網絡成為人們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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