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昨日，四位来自广州团的省人大代表接受媒体采访，分别就乡村振兴、高校教育、湾区建设、文化发展四个方面
建言献策，充分反映人民群众心声，展现代表履职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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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建言

� � � �新快报讯 记者黄闻禹 通讯员任宣
报道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今日在广州
开幕。 昨日下午，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
在广州举行预备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玉妹主持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省十三
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表决通
过了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议程。

预备会议经表决， 选举产生了省十
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 大
会主席团由82人组成， 徐少华为大会秘
书长。

根据预备会议表决通过的会议议
程，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将听取和审
议广东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审查和批

准广东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及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审查
广东省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0年预
算草案的报告及2020年预算草案， 批准
广东省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0年预
算草案的报告及2020年省级预算； 听取

和审议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 听取和审议广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 听取和审议广东省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其他。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少华、 黄业
斌、罗娟、吕业升、王衍诗、王学成，秘书
长王波等出席会议。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今日在广州开幕
昨日举行预备会议，表决产生大会主席团、通过大会议程等

大会开幕在即，四位省人大代表围绕不同领域建言献策———

基层缺乏专业人才？ 建议完善乡村职业经理人制度

� � � �省人大代表、 从化区吕田镇莲麻
村党支部书记潘安娜非常关注乡村振
兴。 她表示要加快破解村集体经济组
织“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
的专业人才普遍缺少的难题， 建议加
大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 从顶
层设计上加强对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制
度供给。

具体来说， 建议加快探索完善乡
村职业经理人制度， 系统构建以政府
补贴、企业利润分红、管理效益奖补等
多元化手段为主的人才下乡激励机
制； 加快破解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模
式单一的难题， 采取有效手段鼓励村
集体经济组织立足乡村资源资产优
势， 探索发展资产租赁型、 生产服务
型、企业股份型、联合发展型、农业开
发型等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

潘安娜还建议，打造湾区“北部红
色教育基地”。 她举例说，从化区是广
州市革命老区，在生态保护、人居环境

整治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 为保护
生态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更好地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 建议加大扶持类似从
化这种生态功能区的力度， 充分挖掘
红色历史的文化底蕴， 打造更富有内
涵和底蕴的红色教育基地， 进一步拓
展旅游产业链， 让当地农民获得旅游
红利。 ”

� � � �去年， 深圳中学一次性引进20名
清华北大硕士博士生引发社会广泛关
注。 哈迎飞分析说，优质的教育需要优
质的师资支撑， 深圳中学招收清华北
大的高材生， 正是看中了他们高水平
的学术素养与专业素养。 专业学位硕
士研究生的培养突出应用性和实践
性， 培养出的人才与校方对优质师资
的要求有一定差距。

据介绍， 近年来我国硕士研究生
教育逐渐从以学术为主转向应用为
主， 截至2018年专业学位的招生量和
报考量都已经超过了学术型， 其中
2018年专硕招生人数占比约为58%，并
大有上升的趋势。

哈迎飞表示，发展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可以满足社会对高层次、应用
型专门人才的需求，对于改善我国硕
士培养结构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
是，由于学科专业和所对应职业的要
求存在差异，专业学位研究生扩招需
慎重。 尤其是基础性学科的学术型研
究生教育， 对中学优质师资的培养，
是专业学位无法取代的，一刀切地用

专业学位硕士培养模式解决高层次
的基础教育师资问题，不仅不符合教
学规律，还将导致教育硕士的培养质
量下滑。

对此， 她建议尽早调整我省教育
研究生的招生计划， 适度降低专业学
位的招生比例， 增加学术型教育研究
生的招生计划。 现有的专业学位教育
研究生，可主要用来培养幼儿园、小学
的师资；中学及以上师资培养，建议由
学术型教育研究生承担。

� � � �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尹涛一直关
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在他看来，广
州有空港和高铁， 可以吸引湖南、贵
州、江西、广西等省的资源和要素进入
大湾区。

此外， 他指出需要重视广州荔湾
区以及南站与佛山交界处的建设发
展。当前，广州和佛山的深度合作还有
很大空间， 建议下一步可以突破行政
界线。例如，广州可以在南站和荔湾这
些点，与佛山共建一些合作的平台。其
中在荔湾区与佛山交界处， 可以通过
房地产项目的开发， 建设一些高端物
业，形成更大的商业中心。

� � � � 作为广州首批“历史文化保护
区”，新河浦历史文化街区拥有全市现
存规模最大的中西结合低层院落式近
代建筑群， 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11
处、历史建筑25处，共约400多栋“东山
洋楼”建筑。 当前，广州市越秀区正以
东山新河浦历史文化街区为试点，推
动“东山印象”品牌建设。

在越秀区工作的省人大代表马
茵，建议推动“东山印象”品牌建设，营
建“老城市新活力创新发展示范区”。
她发现在建设推进过程中， 由于街区
内的历史建筑大部分为私有物业，也
有部分为各级部门的公有物业， 限制
了历史建筑的活化利用。

她建议创新历史街区活化利用政
策机制，以公有物业为引导，激活核心

区的特色文化资源， 突出中共三大会
址纪念馆的极点带动作用， 擦亮城市
品牌，活化华侨文化景观，让历史街区
激发新活力。

【乡村振兴】
省人大代表、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莲麻村党支部书记潘安娜：

打造红色教育基地
拓展乡村旅游产业链

【文化发展】
省人大代表、广州市越秀区图书馆流通部馆员马茵：

创新历史街区活化利用方式
推动“东山印象”品牌建设

【高校教育】
省人大代表、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哈迎飞：

建议增加学术型
教育研究生招生计划

【湾区建设】
省人大代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尹涛：

建议突破行政界线
加强广佛深度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