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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结党营私，严禁拉票贿选，
严禁买官卖官，严禁跑官要官……”
走进三亚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市政
协八届一次会议的主会场，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换届纪律“十严禁”和会风
会纪“十二不准”等纪律要求。

从 1 月 9 日开始，市八届人大一
次会议、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如期
举行。市纪委监委成立三亚市“两
会”会风会纪监督组，下设综合协调
组、监督检查组等 2 个小组，负责“两
会 ”会 风 会 纪 监 督 的 再 监 督 工 作 。
大会期间，纪律监督更严更实更密，
会议清风劲吹。“严肃换届纪律、加

强换届风气监督，是换届工作健康
平稳有序进行的重要保证。”市纪委
有关负责人称，市委始终把严肃换
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作为履行
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的重要内容，坚
持挺纪在前、全程监督，以最坚决的
态度和最有力的措施营造风清气正
的换届环境。

会议期间，记者在市“两会”会
场和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驻地
看到，市“两会”会风会纪监督组工
作人员现场通过电话抽检、随机询
问 、入 室 走 访 等 方 式 ，对 市 人 大 代
表、市政协委员和工作人员遵守换
届纪律等情况进行抽查，严格检查
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报到、参
会、就餐、就寝、观看警示教育片、签

订承诺书等情况，坚决防止迟到早
退缺会、着装不规范、防疫不到位、
随意走动、交头接耳、大声喧哗、接
打电话、拍照，长时间在会场外逗留
等扰乱会场秩序行为发生。

此外，围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及省市实施细则和相关纪律要
求，市“两会”会风会纪监督组工作人
员对大会会场和市人大代表、市政协
委员住地周边的酒楼、宾馆、娱乐休
闲、宵夜摊点等场所进行明察暗访，
了解掌握动态信息，着重发现是否存
在串联、拉票、传播小道消息、违规吃
喝宴请、泄露讨论审议事项、擅自离
开住地、夜不归宿等行为，严防拉票
贿选、搞非组织活动等。

会风折射作风。除了严明纪律，

简朴办会也给市人大代表、市政协
委 员 留 下 了 深 刻 的 印 象 。 没 有 鲜
花，没有绿植，一股简朴务实的清新
会风扑面而来 。

“作为一名市政协委员，遵守大
会纪律，是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自
我要求。”市政协委员陈玉珍说，会
议期间，她感受到一种人人自觉遵
守会议纪律的氛围，政协委员不仅
是一种身份，更是一种责任，她将履
职尽责。

“良好的会风体现的是清朗的
党风，严肃的会纪反映的是优良的
作 风 。”市 纪 委 监 委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对于市“两会”期间发现的问题，
将督促其立即整改，对出现严重违
纪问题的将按照规定严肃处理。

两会观察

“会”风和畅 简朴务实人清朗
本报记者 黄世烽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哗哗
哗……”1月 9日下午，育才生态区
那受村南塔小组村民邓玉莲拧开
水龙头，自来水流淌而出。“水质不
错，可以直接喝！”看着清澈的自来
水，邓玉莲满意地说。让群众“满
意”，这是三亚保障农村饮水安全，
让百姓喝上放心水的又一民生“温
度”。这几年来，三亚全力推进农
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探索城
乡供水一体化，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及水量、水质、用水方便度、供水保
证率不断提升。

从祖祖辈辈挖井取水到如今用
上自来水，育才生态区那受村村民
连赞生活过得更好了。提及过去，
村民对从水井取用地下水，遇上干
旱天气，全村 500 多名村民的基本

生活用水都无法保障，他们想起过
去糟心日子还心有余悸。

“通自来水之前，我们只能用
山泉水洗菜洗衣服。山泉水不稳
定，天一干旱，水就少。一下雨，水
就浑浊，没法直接用。”那受村南塔
小组村民管金花回想起以往的日
子，忍不住叹息。2020 年 5 月，三
亚北部山区饮水安全工程及配套
管网工程竣工通水，铺设了 446.7
公里入户管网，包括那受村在内的
14 个行政村近 3 万名群众用上了
安全的自来水。

不仅为了让农村群众喝上自来
水，还要让大家喝上干净放心的水，
三亚积极探索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
式。日前，随着育才生态区明善村
四座污水处理集中站区交付使用，

三亚农村生活污水治理（EPC+O）
项目基本完成建设并逐步转交运营
管理，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使三亚近
12万农村群众从中受益。

记者了解到，2018年 8月，由三
亚环投集团全资子公司——三亚环
境水质净化有限公司负责实施建设
的三亚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开工
建设，项目率先在海南省内采用
EPC+O模式即工程设计总承包+委
托运营，解决了以往类似项目点多
面广、重建轻管、一盘散沙的问题，
在全省树立了“三亚样板”。

该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采用
因地制宜原则，结合实际情况在靠
近城区的村采用“城旁接管”方式，
将村内污水收集排入市政污水管

网；在远离城区但居住较集中的村
采用“就近联建”的方式，建设集中
式地埋污水处理站区；为居住较分
散的村民“独建补全”，建设分散式
污水处理设施。通过综合施策实
现农村支管入户、雨污分流的治理
目标，解决了粪水、生活污水直接
排河或自流下渗，造成地表水、地
下水污染的问题，提升环境质量。

经过三年多的建设，项目共为
239个自然村及处水源地连队实施
生活污水治理，累计建成集中式污
水处理站区96座、提升泵站47座、
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3950座、主管
网 215km。经市生态环境部门委
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处理设施尾
水开展检测，该项目设施尾水出水
达标率100%。

农村的饮水清又纯
民生的温度暖人心

2021十大民生实事

工作人员在位于吉阳区保引村的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站取水样并送至实验室检测。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三亚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但是
目前还没有一个匹配的旅游 APP。我
们希望市两会能够关注一下旅游信息
渠道推介方面的问题，给游客提供更
多便利。”市民黄女士希望，政府能设
计一个收录三亚各大旅游景点及其小
众旅游地的 APP。“可根据游客来源地
和旅游偏好等大数据信息，定制一个

“旅游盲盒计划”，依据游客输入的关
键信息，生成相关旅游景点的推送任
务，满足部分不喜欢做旅游攻略和不
了解三亚景点的游客需求。”黄女士
说，这一举措不仅能整合三亚旅游资
源，促进景区推广，还能跟踪游客旅
游需求，吸引再次旅游，带动三亚旅
游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李少云）

市民黄女士：

尽快设计旅游APP方便游客需求

两会承载着百姓的期盼和梦想。
近年来，三亚打出“组合拳”平抑菜
价，努力确保群众吃上平价菜，这让
我们比较有获得感。人才工作方面需
要加强，教育、医疗、科技等方面人才
仍较缺乏，希望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
助力三亚建设发展，对人才的衣食住

行也要有更好的保障。交通方面，三
亚治堵期待更多良策，公共交通利用
率不高，希望得以改善。医疗方面，国
内不少优质医院和三亚本地医院合作
办医，医疗水平有所提升，但是停车困
难仍是痛点，不能方便患者就医。

（本报记者 卢智子）

三亚清华数学论坛管理中心办公室主任崔凯：

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助力三亚建设

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让农民的
日子越过越好。这几年来，三亚加大对
芒果种植的扶持力度，帮助种植户打开
销路，提高三亚芒果的知名度，为芒果
有个好价钱奠定了基础，去年还出台了

相关政策，芒果产量险和大灾险已纳入
财政补贴范围。他希望三亚继续大力
推广政策性保险，实现三亚主打农产品
政策性保险全覆盖。

（本报记者 张慧膑）

崖州区芒果种植户邹知营：

推动实现主打农产品政策性保险全覆盖

编者按：回眸 2021，展望 2022，备受全市人民瞩目的三
亚两会如期而至。社会各界在翘首以盼的同时，倾诉心
声，展望新年。今日起，本报推出《我给两会捎句话》栏目，
让我们一起来倾听，在新的一年，“三亚人”给两会提了哪
些问题，出了哪些好点子，都有哪些新期盼？

据悉，交通银行三亚分行在国家外
汇管理局三亚市中心支局和省分行的
悉心指导下，协助三亚某旅游企业成
功办理一次性外债登记相关业务，并
已完成外债款项 428 万美元入账。
在三亚市银行业中，率先实现业务突
破。

据介绍，一次性外债登记业务能
极大简便了企业利用境外资金的流
程和手续，降低了企业的“跑趟成
本”，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海南自贸港跨
境融资便利化水平。

据了解，国家外汇管理局为了深
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和促进跨境贸易
投资便利化，于 2019 年出台了《国家
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促进跨境贸易
投资便利化的通知》（下称《通知》），
推出共计12条便利化措施，其中的一
条措施即是改革企业外债登记管理，
内容包括先行在海南试点取消非金融
企业外债借入逐笔登记要求，允许试
点区域内符合条件的非金融企业可按

净资产的2倍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一
次性外债登记，后续企业即可根据自
身需求提款。

自《通知》出台后，交通银行三亚
分行积极贯彻实施，支持贸易投资便
利化政策落地，并在接到该旅游企业
外债需求后第一时间联系客户准备相
关材料，落实相关细节。在国家外汇
管理局三亚市中心支局和省分行的指
导下，全程协助企业高效率完成登记、
外债账户的开立及资金汇入，成功落
地该笔一次性外债登记业务，进一步
提升了企业跨境融资自由度、便利度，
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认可。

下一步，交通银行三亚分行将继
续抢抓贸易投资便利化带来的业务
发展机会，坚持优质服务与合规审慎
并重的原则，不断创新国际业务产品
和服务举措，努力提高专业能力和服
务水平，树立交行国际业务市场品
牌，多措并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广文)

交通银行三亚分行
成功办理一次性外债登记业务
在三亚率先实现业务突破

“近些年，三亚不仅旅游资源越
来愈丰富，公园绿化场所也越来越
多，尤其为我们提供了更多‘遛娃’好
去处，但是三亚属于热带地区，常年
气温较高，很多绿地蚊子也多，影响
市民游客出行体验。”在市两会召开
之际，三亚市民张先生希望三亚能够

在景区、公园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安装
灭蚊装置。同时，景区可以考虑在购
买门票时配发驱蚊手环或脚环等，或
在景区主要景点、卫生间等地配备止痒
水，减少市民游客被蚊虫叮咬的烦恼，
从细微处着手提高旅游服务质量。

（本报记者 李少云）

市民张先生：

景区等场所应安装灭蚊装置

“大家对 2022 年三亚两会翘首以
盼 。 三 亚 的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值 得 肯
定。疫情期间，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
来不便，幸亏防疫工作人员冲锋在
前，才有了大家的身心健康，想对他
们说声辛苦了。我认为，三亚医疗体
系与国内其他优质医疗体系相比仍
存在很大差异，医保福利有待改善，
减轻大家的就医负担。基层部分医

护人员存在专业性不强的问题，好的
医疗资源需要引进好的医疗人才，才
能带动本地医疗体系从内到外提升，
最重要的是，能留得住人才。此外，
三亚不少建筑、道路在施工方面存在
低效率、低质量的问题，希望三亚在
城市建设方面能提高效率和质量，助
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本报记者 卢智子）

阿里飞猪区域业务经理孟希：

三亚应提高城市建设效率

这几年，党和政府年年都给农民送
“大礼”，帮扶政策不仅解决了我们“两
不愁三保障”问题，还鼓励大家发展种
植、养殖业。经过政府的帮扶，孩子的
医疗、教育问题得到解决，我还发展起

了芒果种植和养鸡产业，目前年收入超
过10万元，吃穿已不用发愁。 希望政
府继续引导、扶持我们发展种植业，让
大家掌握种植技术，让产业带动增收，
实现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张慧膑）

育才生态区青法村村民胡建忠：

希望政府继续扶持我们发展种植业

我们爱三亚 说说心里话

我给两会捎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