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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和学生会干部有什么区
别？”“政协委员和学生会干部一样，都
是做服务，但是政协委员为地方发展服
务，责任更重大，且要有好的品行和协
商能力。”7月11日，一场精彩的跨界对
话在邵阳市职业技术学院上演。

对话的主角分别是来自邵阳三所
高校的大学生代表和市政协主席周
文。在这场“政协主席与学生面对面”
交流会上，周文受到了在场大学生的热
烈欢迎，他的讲话不时被笑声、掌声所
打断，现场气氛轻松融洽。

这是邵阳市首次举行政协主席与
在校青年大学生面对面交流活动，也是
市政协联合团市委深入贯彻落实《关于
深化“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
对面”活动的意见》的一次生动实践。

今年1月，共青团中央印发了《关于
深化“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
对面”活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旨在进一步强化“面对面”活动的政治
功能、政策效果和社会效应，规范和深
化共青团协商代言工作。

《意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
分，明确深化“面对面”活动的总体要
求，包括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主要目
标。提出强化政治要求、服务青年发
展、突出政策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努力
实现活动的工作定位进一步清晰、工作
覆盖进一步广泛、工作载体进一步完
善、工作成果进一步丰富、社会影响进
一步扩大。

第二部分，从不同角度提出深化
“面对面”活动的具体措施。在“选好活
动主题”方面，要求聚焦选题重点，拓宽
选题渠道，丰富选题层次，使每年的活
动主题更加精准、科学。在“深化倾听
调研”方面，要求认真倾听青年心声，高
质量开展主题调研，健全协同高效的调
研机制，为活动取得实效奠定坚实基
础。在“丰富活动形式”方面，围绕组织
好“两会”集中活动、平时日常活动、开
展青少年制度自信教育提出要求。在

“提升活动成效”方面，要求推动活动成
果转化，扩大活动社会影响，形成团内
协同联动。

第三部分就加强组织保障提出要
求，以强化组织领导、注重宣传发动、健
全评价机制、抓好培训交流为抓手，为

“面对面”活动夯实组织基础。
《意见》有三个鲜明特点：一是更

加突出了活动的政治属性；二是强调
活动的全过程深化；三是彰显活动的
育人功能。

这些特点在11日的“政协主席与学
生面对面”交流会上得到充分体现。交
流会上，面对青年大学生的问题，周文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介绍了“什么是协
商”，希望大家加强学习，从历史、哲学、
文化等多重维度去探究和感悟中国式
协商民主中蕴含的情怀和智慧，不断增
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不可撼动的理想信
念，用理想之光照亮青春之路，用信仰
之力开创美好未来。

“通过交流让我对人民政协职责
有了更深了解。”“政协委员是荣誉，
更是责任，他们的为民情怀值得我们
学习。”交流会后，青年大学生们意犹
未尽，对于未来能参与其中更是充满
期待。

邵阳首场“政协主席与学生面对
面”取得圆满成功，也为后续引导青年
大学生了解协商民主、了解人民政协，
有序参与实践奠定了良好基础。

举办这次交流会的市政协委员学
习联络委员会政协委员工作室，是邵阳
市首个驻高校政协委员工作室。委员

工作室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工作室的
工作重点是，面向邵阳高校学生，传授
协商方法，开展协商活动，其中开展模
拟政协学生社团、征集模拟政协提案活
动是重头戏。

今年 5 月，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
部、基层建设部共同发布《模拟政协学
生社团工作指引》。“指引”提出，要把

“模拟提案征集活动”和青年马克思主
义者培养工程、“三下乡”“返家乡”社
会实践活动、“大学生社区实践计划”
及大学生实习“扬帆计划”等有机结
合，带动更多同学将实践调研成果转
化为“模拟提案”，培养社会观察能力，
献智国家发展。

市政协委员学习联络委员会政协
委员工作室为邵阳青年大学生提供了
参加模拟政协社团，化身为“政协委员”
的机会。

“民主的真谛是协商”“有事好商
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在交流
会上，周文表示，今后要进一步优化活
动方案，扩大活动参与覆盖面，在活动
方式上既要让学生走进政协、也要让
委员走入校园，在活动主题上要围绕
青年学生兴趣爱好及社会热点找到合
适切入点，引导青年学生在实践中广
泛感受协商民主，力争将“模拟提案”
转化为“正式提案”，推进校园政协民
主落到实处。

面对面沟通 心与心交流
——市政协和团市委联合举办“政协委员与大学生面对面”主题活动侧记

邵阳日报记者 杨吉 通讯员 刘铭

民以食为天，谁都离不开粮食蔬
菜。邵阳作为农业大市，丰富群众菜
篮子，做大做强我市蔬菜产业，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对此，市政协委员周
后卿等十名委员在提案《丰富群众菜
篮子 做大做强我市蔬菜产业》中，从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倡导“邵阳人吃邵
阳菜”，培育经营主体、提高组织化程

度三个方面建言献策。该提案经市商
务局和市农业农村局办理，已给出明
确答复意见。

市商务局表示，目前为解决本地蔬
菜销售场地问题，市城区42个标准化农
贸市场均设立了自产自销区，作为本地
菜农售卖蔬菜、鸡、鸭等自产农产品的
专门场地，免费提供给菜农使用。在市

内大型超市内还设置了本地蔬菜销售
区，并充分利用招商平台，加强农业项
目推介。

下一步，该局将进一步突出蔬菜
产业招商重点：一是依托优势蔬菜产
业，积极引进产业链下游企业，大力发
展高端食品制造产业，在农副产品深
加工上下功夫；二是围绕长三角、珠三
角和长株潭城市圈等重点区域，深化
与当地政府、商会、企业和客商交流合
作，实现我市蔬菜资源与这些地区的
优势资本有效对接，引进一批大型蔬
菜生产企业；三是瞄准中国农业 500 强
和邵商群体开展招引工作，积极对接
客商，用心做好服务，保证各项优惠政
策落实落地。

市农业农村局表示，近年来，该局围
绕发展蔬菜生产，建设高效蔬菜基地，做
强蔬菜产业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
定成效：蔬菜产业逐年壮大、蔬菜加工逐
年增多、蔬菜扶持逐年增加、蔬菜保鲜逐
年兴起、蔬菜市场逐年丰富。

下一步，该局将从加强蔬菜产业
引导投入，扩大蔬菜生产基地规模，推
行精细、安全、高效蔬菜生产，强化蔬
菜安全生产，理顺蔬菜营销体系，建立
蔬菜产销风险防范保护机制等方面入
手，推动我市蔬菜产业蓬勃发展。

丰富群众菜篮子 做大做强蔬菜产业
邵阳日报记者 杨吉 通讯员 邓思捷

地名是社会基本公共信息，是历史
文化的重要载体。它记录着自然地理特
征和人文风貌，沉积着生产生活的印记，
也折射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但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一些地方
地名管理不规范、不标准、不适宜、不精
准，造成命名混乱、混淆、重复、怪异、崇
洋等不良现象。这种状况不仅给现代社
会商务往来、人际往来带来麻烦和困难，
而且也对信息化、数字化时代的现代社
会治理和公共服务造成严重影响。对
此，市政协提案委提出了《关于规范我市
地名命名的建议》。

提案指出：“目前，邵阳市区一些地
名命名随意性大，存在崇洋媚外、名不副
实、格调低俗、重名同音等‘大、洋、怪、
重’的现象。一些地产开发商、商店老板
为了提升小区、商铺的知名度，挖空心思
给建筑物、酒店取些洋名字，以便听起来
有派头。据调查，这些名称的使用，均未
到相关部门履行有关审批手续，与《地名
管理条例》《邵阳市地名管理办法》等法
规要求严重不符，亟需加强规范管理。”

提案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完善地名管理工作机制。一是建立

联席会议制度。成立地名委员会，充分
发挥该组织协调作用，研究解决好地名
管理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二是完
善评估论证机制。成立地名专家评审委
员会，主要由地名、历史、地理、文化、社
会、法律等方面专家组成，规范审核机
制。在涉及重要自然实体和人文实体的命名时，启动评估论证、群
众听证、专家咨询、媒体公告等程序，畅通公众参与渠道，广泛听
取、凝聚民意。

理顺地名管理关系，落实部门责任。严格按照2019年3月出
台的《邵阳市地名管理办法》要求，实现地名命名程序前置，从源头
上遏制不规范地名产生。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
（人防）等部门要将地名名称审批列入建设项目审批前置条件，在
办理建设项目时，对项目所使用的名称必须要以民政部门批复的
标准地名为准，公安部门在办理户籍时，也必须要以民政部门批复
的标准地名为准，为标准地名的使用把好最后一道关。市场监督
管理、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加强协作，做好标
准地名的使用推广工作。民政部门要充分发挥地名管理工作行政
主管作用，负责行政区域内地名命名的审核、报批和标准地名的推
广使用，指导和协调地名管理工作，对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地名进行
监管，及时发现和纠正不规范地名等违规现象。

加大地名宣传教育力度。深入持久地开展地名管理法规宣传
教育，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地名管理法制意识，采取切实有效
的措施，通过电视、广播、报刊、图书等传播媒介，深入开展地名管
理法制宣传工作，普及地名管理法规常识，达到宣传和教育的目
的，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自觉遵守地名管理法规，依法办事。

市民政局作为提案办理单位，就办理情况给出了答复意见。
关于“完善地名管理工作机制”的建议。一是调整了市地名委

员会成员。根据机构改革和单位分管领导变化情况，今年4月，该
局及时调整了市地名委员会成员，进一步强化机制建设。二是拟
成立地名专家评审委员会，建立群众听证制度。下一步，该局将成
立由文史专家和市地名委员会人员组成的地名专家评审委员会，
并建立群众听证制度，在涉及重要自然实体和人文实体的命名时，
启动评估论证、群众听证、专家咨询、媒体公告等程序，畅通公众参
与渠道，广泛听取、凝聚民意。

关于“理顺地名管理关系，落实部门责任”的建议。目前，该局
已与多部门协同联动，认真落实《邵阳市地名管理办法》有关规定，
积极推广和使用标准地名，从源头上遏制不规范地名产生。此外，
该局还开展了地名数据库质量提升行动，对邵阳市地名数据库中
的行政区划、自然地理实体、街路巷、居民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
5类共7.2万余条地名进行了完善，为下一步实行部门间数据共享
打下了扎实基础。

关于“加大地名宣传教育力度”的建议。今年5月1日起，国务
院新修订的《地名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该局持续深化学习领会，
加大学习宣传力度。一是将《条例》纳入局党组理论学习、民政讲
堂、年度区划地名业务培训的重要内容，在全市民政系统开展多层
次、宽领域、全方位学习。二是广泛利用大众媒体、政府官网、融媒
体等平台宣传，保持宣传热度，开展《条例》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
活动。三是坚持文化传承，加强优秀地名文化保护。推动各级制
定《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深化地名文化保护，更好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文化，引导群众、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地名文化保护活动，
开展地名文化的转化利用。今年3月，该局编纂出版了《邵阳名山
名水名胜》地名丛书，进一步加大对我市地名文化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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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

▲图为北塔区资园农贸市场一角。 杨吉 摄

▲规范的路牌。 杨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