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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城市居民渴求方便
可达的公园的意愿越发强烈，而
寸土寸金的市区土地却难以建设
大型公园。对此，今年全国两会
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香港香江
国际中国地产有限公司首席执行
官及执行董事杨莉珊在提案中建
议，可以充分利用城市边角“零
碎地”，见缝插针地打造精致而
美丽的“口袋公园”，既能实现
土地资源的精细化利用，又是改
善城市人居生态环境、提升人
民福祉的有效途径。

口袋公园这一新型城市公
共绿色开放空间以其面积小、布
局灵活、贴近市民生活等特点备
受欢迎。但正如杨莉珊所说，有
些口袋公园没有充分考虑居民
活动空间，有些口袋公园内的公
共设施损坏后不能得到及时修
复，缺乏出入管理机制而导致人
员混杂，有些公园卫生状况较
差，得不到良好的维护和改善。

其实，在新冠肺炎疫情常
态化防控背景下，口袋公园无
疑是让人民群众能深切感受幸
福生活、健康生活的一个便捷
通道。如何让口袋公园真正发
挥作用，杨莉珊表示，目前我
国园林体系中尚无口袋公园这
一类型，可以将口袋公园纳入

城市公园体系中，并明确口袋公
园建设标准，细化口袋公园服务
内容，并制定相关政策积极引导
此类公园的建设和发展。

此外在建设维护上，杨莉珊认
为，前期应对选址、功能、布局等
深入调研。区别于综合公园的功
能，口袋公园主要匹配使用者简单
而短暂的休憩活动，但功能少不意
味着功能单一，可根据使用者的
需求进行针对性设计，切实满足居
民休闲、娱乐、健身等生活需要。

“建成后还应加强精细化管理，建
立监督机制，确保有专人进行养护
和维修。将文化理念及绿色生活方
式引入口袋公园，充分挖掘地域文
化理念，增加公园的趣味性，引导
居民健康生活。”杨莉珊说。

杨莉珊委员：

别让“口袋公园”成了摆设
本报记者 包松娅

鼻尖是清新的空气，耳畔是
鸟啼虫鸣，一段森林康养之旅，
似乎成为人们当下对于美好生活
的另一种休闲向往。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福建省
委会主委吴志明看好森林康养产
业的未来前景，他认为，发展森
林康养产业是科学、合理利用林
草资源、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的有效途径，是推动包
容性绿色发展和全面提升大众健
康的朝阳新兴产业。

据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截
至目前，我国已有96家国家森
林康养基地及1098家国家森林
康养试点示范基地建设单位。但
我国森林康养产业还处在初步发
展阶段，尚存在一些亟待完善的
主要问题。“如组织保障和政策
扶持力度不够，缺乏国家战略层
面的产业发展规划与引导；专业
人才缺乏；财政与金融支持不足
等。”吴志明说，也缺乏系统的
行业标准和科研创新能力。

“在行业标准方面，缺乏统一
规范的指导性意见，特别是缺少森
林康养基地规划建设标准、森林康
养服务质量标准、从业人员资格认
证等方面的实施细则。与此同时森
林康养产业科研创新能力不够，缺

乏‘政产学研用’合作创新平台及国
家重点实验室。”吴志明说。

为此，他建议，加大组织保障
及政策支持力度，坚持规划先行，
将森林康养纳入国家国民经济与社
会发展规划范围，尽快编制全国森
林康养发展规划；促进科技与产业
深度融合；加大培育专业人才力
度；完善财政与金融支持政策。

“未来可以大力挖掘森林文化
内涵，探索开展森林体验、儒释道
文化、中医文化和自然研学教育，
提高公众对森林康养功能的全面认
识。同时，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
色森林康养智库，推动森林康养产
业高质量发展。”吴志明说。

吴志明委员：

度一段森林康养之旅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在旅游业快速发展、居民享
受外出旅游的惬意快乐时，业内
还出现一些零负团费、黑假导
游、强制购物、天价“宰客”等
不和谐画面。

一提起旅游市场的种种乱
象，但凡有过出游体验的人，
都能倒出一些的苦水。”为此，
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
区政协副主席洪洋在两会上提
出 《关于彻底整治旅游市场乱
象》的提案。

“导游欺客、宰客、强制消
费只是表象，实质上反映出旅游
市场运行不正常、管理不规范，
尤其是旅行社与导游之间劳资关
系不规范，导游不仅享受不到固
定工资，在带团前还要向旅行社
交带团‘人头费’。带团尚未出
发，导游要事先垫钱。这样的运
作模式，是导致强制购物、消费
的根本原因。”洪洋说，“建议国
家采取司法、行政、经济等综合
手段，彻底整治旅游市场乱象。”

洪洋建议，合理确定导游基
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完善激励约
束机制。既要加大对导游带团过

程的监督，也要提高导游从业资格
条件。另外，更加完善旅游法规体
系，对低于成本价接团现象进行严
厉处罚。

“‘青岛大虾’事件如今已难
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均实行明
码标价’，昆明的‘低价游’也纷
纷转型为‘纯玩团’，全程不见强
制购物……可见旅游乱象不是管不
了，而是管不管、监管上有无诚
意。”洪洋说，“受疫情影响，旅游
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在行
业复苏的艰难过程中，彻底整治旅
游乱象更是制度层面的当务之急。

洪洋委员：

旅游乱象需彻底整治
张倩 本报记者 范文杰

“近年来，关于慈善关爱、战争
历史、死难烈士、传统民俗文化、环

境科技等方面，我国都或多或少设立了
各种节日或纪念日。对于继承传统，弘
扬新风正气、激励大众都起到了很好的
作用。”全国政协委员、观澜湖集团主
席朱鼎健表示，为进一步强化爱国主
义，弘扬社会正能量，专门的“人民英
雄纪念日”应该及早设立，以强化国家
观念，凝聚民心。

朱鼎健说，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为沈阳部
队某部因公牺牲的战士雷锋题词“向雷
锋同志学习”在《人民日报》发表，从
此，3 月 5 日也成为“学雷锋纪念
日”。“58 年过去，‘学雷锋 做好
事’的精神仍然历久弥新，时至今
日，在我们国家的发展建设中涌现出
了一批又一批令人感动的英雄模范，

对其英雄精神更加需要弘扬并进行长
久的纪念，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充盈动力。”所以，设立纪念日鼓励大
家学习英雄精神，朱鼎健认为我们已
经有过很好的先例。

2019年9月29日，在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
式在北京举行。这次盛大的表彰活动向
全社会传达出了最强烈的信号，那就是
国家关心英雄、珍爱英雄、尊崇英雄。
朱鼎健建议，把每年的9月29日设立
为“人民英雄纪念日”。

“‘人民英雄纪念日’是一个载体，设
立之后可以在当天开展弘扬英雄的活
动，特别是可以组织英雄人物走进校园，
树立榜样，让青少年可以更多地接触、了

解各行各业的英雄人物故事，把英雄精神
长长久久传承下去。”朱鼎健表示，这一纪
念日的设立，也将对红色旅游的发展，起
到助推作用。“除了在全国范围内表彰英
雄模范，建议各地可以根据实际，设定以
当地英雄人物名字命名的特殊纪念日。比
如说在甘肃敦煌被称为‘敦煌女儿’的樊
锦诗、四川的英雄机长刘传健等，当游客
走访当地，可以带动更多的人了解英雄模
范的事迹，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

总之，通过设立“人民英雄纪念
日”，可以更好地弘扬英雄模范人物忠
诚、执着、朴实的精神，把为祖国建设
作出奉献的人鲜明地树立为“时代之
星”，鼓励大家在这样的“追星”过程
中崇德向善，把英雄的精神传承和发扬
开去，谱写出一曲曲时代的英雄长歌。

朱鼎健委员：

鼓励崇德向善的“追星”
本报记者 刘圆圆

“2020 年 9 月 16 日至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郴
州考察时强调‘用好红色资
源，讲好红色故事，搞好红
色教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
传’。”全国政协委员、湖南
省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
科主任徐自强说，郴州宜章
县是我国著名的革命老区，
特别是以邓中夏为代表的一
大批革命先烈书写的红色历
史光彩夺目。为此，他建议

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为契机，将邓中夏故居
纳入全国红色经典景区，变宝贵的红色资源优势为
高质量发展优势。

“宜章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浴血奋斗过的红色热土，宜章全县被认
定革命烈士的多达1888人。”徐自强说，然而，革
命英烈邓中夏的故乡邓家湾村至今村容村貌亟待提
升，故居格局狭小且功能不全；邓中夏生平事迹陈
列设施也陈旧单一。

“红色旅游均在升温，邓中夏故居也应尽快改
造升级。”鉴于邓中夏故居与沙洲“半条被子”故
事发生地不足30公里，徐自强建议将其提质改造
纳入 《2021－2025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
要》。他认为要突出“工运领袖故里”主题，重点
建设好故居的全面修缮、邓中夏生平事迹展馆及报
告演示厅等，多维度、深层次、全方位展示邓中夏
光辉的一生。并将邓中夏故居纳入湖南韶山——桂
东军规诞生地——汝城沙洲“半条被子”故事发生
地——宜章湘南年关暴动指挥部旧址等精品红色旅
游线路，并融入华南地区精品旅游线路体系。

徐自强说，近年来，在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省
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宜章县虽已成功摘掉了贫困县
的帽子，全县年接待游客人数已突破800万人。但
是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仍然不高，特别是巩
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压力很大。徐自强认为，通过
邓中夏故居的提质改造，可以更好地推动美丽乡村
建设，带动乡村旅游，增加农民收入。“以邓中夏
故居提质改造工程产生的带动效益为样板，巩固宜
章革命老区脱贫攻坚成果，大力推进宜章及周边地
区全面协调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徐自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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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上，民族界全国政
协委员、西藏大学科研处处长图
登克珠与其他8位委员，联名提
交了一件《进一步挖掘和整理我
国边疆民族地区红色旅游资源，
全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旅
游发展》的提案。

我国边疆地区不仅拥有丰富
的自然旅游资源，也拥有大量独
具地域特色和丰富历史内涵的红
色旅游资源。据不完全统计，国
内部分边疆民族地区红色旅游景
点中，内蒙古有206个、新疆有
91个、西藏有 202个、广西有
300个。

委员们认为，红色旅游在筑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
家统一、边疆安全、国防巩固、
民族团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为此，要依托边疆民族地区
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大力弘扬

红色文化。
同时，图登克珠等委员还建

议由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牵头帮
助边疆民族地区重新挖掘和整
理红色旅游资源，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边疆地

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以
“部省 （区） 合作”（即，国家
文化旅游部与地方省“区”）
方式，指导我国边疆民族地区
红色旅游的发展。

挖掘边疆地区红色旅游资
源，也是要引导游客“走出
去”，委员们希望从国家层面延
伸边疆民族地区的开放力度，
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红色旅游国
际化视野。图登克珠建议用中
国话语讲好、讲透、讲准“红
色中国故事”，“通过旅游目的
地的营销和策划，打造适应国
际旅游市场需求的红色旅游产
品，按照入境游客的不同需求
结构，使国内旅游，尤其是边
疆民族地区的旅游逐步融入到
红色文化当中，从而全面提高
中国红色旅游国际化的知名
度。”

图登克珠等9位委员：

挖掘边疆红色文化 筑牢共同体意识
本报记者 李冰洁

“在党史教育中，如何让红
色文化更深入群众心中，应特别
关注研究。”今年全国两会期
间，全国政协委员、陕西天龙国
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祁志峰表
示，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之际，应充分挖掘、研究、
创新发展红色旅游资源，让党史
教育更多更好地走进老百姓之
中，走进千家万户。

祁志峰说，以往，老百姓主
要通过广播电视、书籍报刊等传
统媒体以及红色影视作品，来了
解革命历史、了解党史。近年
来，红色旅游逐渐成为热点，在
旅游中，参观者对党史的了解更
加直观深刻。但是，通过深入调

研，祁志峰发现，全国的红色遗
址、纪念场馆等的展陈内容相
近，同质化、重复化严重，红色

旅游资源亟待深入挖掘、研究。
祁志峰建议，动员广大文艺

工作者、网络创作者，尤其是年
轻一代，用独特的红色旅游资源
激发艺术家的才华，创造出一批
高水平的艺术作品。结合最先进
的科技AR、VR等手段，大力
创新红色旅游资源的表现、传播
方式，来吸引大众，尤其是吸引
年轻一代的更多关注。在红色旅
游资源的挖掘中，考虑与国家的
乡村振兴等相结合，统一规划，
用红色文化为乡村振兴助力。通
过出台政策、基金扶持等，将红
色旅游发展成为文化行业中领先
的特色优势产业，让红色基因代
代相传。

祁志峰委员：

让红色旅游资源更好地为民所用
本报记者 路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