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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重点建议（政府系统承办）
（答复时限：2021年6月30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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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关于地铁3号线规划延伸至综合保税区的的建议
（总第5号）

关于伊滨区建设公交场站的建议（总第7号）

关于提前规划小区基础设施，统一技术标准，制定
维护规范，使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的建议（总第36
号）

关于加强洛阳城市园林绿化病虫害防治的建议
（总第68号）

关于尽快出台新型城镇化示范县扶持政策的建议
（总第74号）

关于加强城市快速路管理的建议（总第83号）

关于推行民用爆破器材“一体化”管控模式，建设
平安洛阳的建议（总第112号）

关于大气污染管控避免“一刀切”和对已持续实现
环境空气质量二级达标县给予豁免管控或自主减
排优惠政策的建议（总第114号）

关于增强国有投融资平台资金流动性，防范化解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建议（总第115号）

关于通过“智医助理”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建
议（总第161号）

关于加大高技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力度，支持洛
阳打造全国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的建议（总第162
号）

关于规范完善洛阳城市区中小学校园保安标准与
配备的建议（总第165号）

关于建设河洛水文化博物馆的建议（总第166号）

关于实施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的建议（总第173
号）

关于设立洛阳市科技创新和开放引领专项基金的
建议（总第175号）

关于加强科技创新，助推洛阳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建议（总第176号）

关于开发洛阳市研学精品线路的建议（总第193
号）

关于提升“书香洛阳”影响力的建议（总第198号）

关于高水平打造人才基地，发挥场域载体“强磁
场”效应的建议（总第235号）

关于加快推进洛阳市特色小镇建设的建议（总第
265号）

关于开展农作物科学种植、管理培训的建议（总第
275号）

关于建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协调联动机制的建议（总
第291号）

关于加强乡村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的建议（总第
297号）

关于农村污水处理的建议（总第300号）

关于军队调整改革期间现役军人转改文职人员享
受地方政府拥军优属优待政策的建议（总第343
号）

关于解决好我市耕地和种子问题，保证粮食生产
安全的建议（总第344号）

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文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总第345号）

关于加快建设洛阳临空经济区，助力打造洛阳都
市圈新增长极的建议（总第346号）

关于适应洛阳都市圈和副中心城市建设需要，
进一步提升全市教育综合发展水平的建议（总第
347号）

内 容 摘 要

建议地铁3号线规划延伸至综合保税区，过火炬大桥至丰李片区格力中央空调智能制造基地

建议加快规划选址、土地手续办理，推进伊滨区公交场站建设

建议提前规划小区基础设施，统一技术标准，制定维护规范，使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为探索社区智治
提早谋划

安排专业人员做好每年养护工作；提前培训安排打药管理；划分区域责任分担管理；专家团队共同出谋
划策；选择物理机械防治结合季节性修剪；对新进苗木严把检疫质量关，从根本上防控病虫害进入

出台对新型城镇化示范县的相关扶持政策，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合理设置交通标识牌；对小三轮、低速电动四轮车、摩托车严格管理，依规加大处罚力度；采取措施适当
提高限速

在规模以上矿山推行“生产、销售、运输、爆破”一体化作业模式，减少管控环节，缩短供应链和物流距
离，实现安全管理最优化；严格按照“四统一”要求和“就近供货”原则，避免远距离运输民用爆破器材和
质量不稳定器材流入我市；定期对“一体化”管控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导，确保落实到位

建议在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中，距离洛阳市区较远的四个生态县按照各自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情况，启
动相应级别应急管控预警；按照行业对环境空气质量影响程度，将行业类别进行细化，采取相应管控措
施；对持续实现环境空气质量二级达标的县给予豁免管控或自主减排优惠政策

建议统一协调，使市县两级投融资平台能够在信用等级增信、融资担保、贷款抵押物互用、资产重组等
方面尽快取得协同效用；建立覆盖市县两级投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及资源共享机制，统一调
配融资资源，共同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学习借鉴和推广全国示范基层“智医助理”建设经验；开展洛阳市基层“智医助理”体系建设；强化基层
医疗服务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创新业务流程和工作模式

提高技能型人才引进的补贴标准；增加职业类院校数量，提高办学质量；鼓励引导职业类院校充分对接
企业用工需求，开设制造类企业急需的相关专业；增加“河洛工匠计划”数量，提高奖励补贴标准，扩大
品牌影响；加快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及时协调落实安保人员保质保量到位；提高安保人员工资待遇；安保人员按照“双重身份，双重管理”的
原则，由公安部门制定配备标准，进行安全培训

高标准建立河洛水文化博物馆；充分利用数字、光影等技术，全面展示洛阳人水和谐、水城共生的关系；
强化宣传，将河洛水文化博物馆打造成集收藏、展陈、科普、宣传、教育、研究、旅游、交流和休闲等多功
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场所

制订相应计划，给予财政支持，开展“中医药进家庭”工作；鼓励相关部门和单位，编辑中医药科普手册、
读物，推进科普读物进家庭；联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定期进行线上的中医药科普知识普及；定期举办
线下的中医药科普活动

建议设立洛阳市科技创新和开放引领专项基金，为建设中西部科技创新高地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探索洛阳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建创新联合体，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龙头，集聚创新资源，瞄准世界
一流的新材料、装备制造等领域，建立机构、设立课题，开展联合科技创新，为洛阳产业高质量发展
增砖添瓦

减免本地学生门票；开发精品线路，研发一批高质量、针对不同学段的地方性研学课程体系；整合多学
段多学科教育资源，形成研学合力；培养一批高素质、专业性的研学导师队伍；打造一批高品位、示范性
的研学旅行基地

大力推进“无障碍、零门槛”服务，完善城市书房准入机制，实施更加人性化的管理；做强文化品牌，丰富
品牌活动；完善功能配套，提升设施水平

加大高层次人才工作推进力度；充分发挥科技园、留创园等“双创”载体人才集聚优势，推进洛阳新材料
与智能装备科创小镇等重大项目建设

建议出台政策，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引进等方面支持特色小镇建设

建议聘请专家，就农作物科学种植、科学管理对广大农户进行现场教学、培训，从而达到增产增收的
目的

建立完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协调联动机制，使相关单位各司其职、形成合力，共同完善基础建设，确保
生态保护治理成效常态保持

研究制订规范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管理的方案，引导乡村规划建设合法有序开展

建议将农村污水排放处理纳入到乡村振兴的总体谋划之中，加大政策谋划和支持力度

建议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关于改革期间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的实施意见》等文件
精神，落实现役转改文职人员参照现役军官的各项福利待遇。今后出台双拥工作有关文件时，将现役
转改文职人员列入优待对象范围

健全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建立土地动态监管制度，合理规划引导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布局；完善粮食
生产支持政策，加大粮食生产补贴力度，实施高标准农田和节水灌溉建设；加强种子资源保护和利用，
加强种子资源库建设，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发展，不断提高农业良种覆盖率

建议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战略为契机，立足弘扬河洛文化，积极推动隋唐大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着力打造隋唐大运河文化遗产和历史景观保护展示中心；突出洛阳特色，推动文
化遗产旅游、红色旅游、工业旅游等旅游业态升级；发挥项目引领作用，整合县域旅游资源，促进全域旅
游发展

建议加快洛阳航空港临空经济区规划的研究论证工作，尽快启动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研究出台我市
支持临空经济区发展专项政策，积极争取省级政策支持；加快推进临空经济区核心区产业园建设，在招
商引资过程中优先谋划引进一批重大临空产业项目；加强洛阳临空经济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该区
域城市功能和公共服务配套

建议新建、改扩建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新建农村教师周转宿舍，满足农村教师动态入住需求；招
聘特岗教师，培养农村全科教师免费师范生；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新增公办学位；加强城镇小区配
套幼儿园建设，确保幼儿园的公益普惠性质，解决入园难问题

提建议人

李意杰等10人

康曼峰等11人

潘丹勇

潘海云

介红光

张宏伟

祁亚阁等15人

董炳麓等15人

魏潇潇等10人

闫润强等11人

李学群等12人

李青青等14人

曲焕平等14人

郭珈宜等11人

魏德斌等10人

王战民等11人

殷小丽等6人

田跃军

宋骥

宋骥

张作帅

朱少平

张燕

刘秀英

魏庆顺

曲焕平等15人

韦帅帅等15人

牛佩伟等10人

李青青等13人

主办单位

市轨道交通集团

市交通运输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城市管理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国资委

市卫生健康委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市教育局

市农发投资集团

市卫生健康委

市科技局

市科技局

市教育局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市科技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农业农村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教育局

主办单位责任人

马朝信

彭仁来

赵书政

易 勋

王 瑞

张武清

张武清

蒋智涛

常涌涛

李金乐

白 剑

刘茂钦

郅书安

李金乐

代 伐

代 伐

刘茂钦

胡大鹏

代 伐

王 瑞

裴万赢

蒋智涛

李松涛

裴万赢

刘克见

裴万赢

胡大鹏

王 瑞

刘茂钦

协办单位

高新区管委会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伊滨区管委会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林业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应急管理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委军民融合办

市金融工作局

市政务服务和
大数据局

市教育局
市总工会

市公安局

市文物局

市财政局
市商务局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生态环境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西工区政府

市财政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协办单位责任人

赵 莉

李松涛
樊灿涛

李松涛

罗宏伟

赵站伟
彭仁来
禹红卫
李松涛
叶惠玲

段跃军

孙毅辉

刘茂钦
杜中岳

张武清

余 杰

王国辉
吕宗乐

胡大鹏

王 瑞

蒋智涛

李松涛

史千灵

王国辉
赵书政

分管市领导

魏建平

魏建平

魏建平

魏建平

王琰君

李保兴

李保兴

侯占国

王琰君

贺 敏

贺 敏

贺 敏

王 军

贺 敏

胡加彬

胡加彬

贺 敏

魏险峰

胡加彬

王琰君

王 军

侯占国

魏建平

王 军

李保兴

王 军

魏险峰

王琰君

贺 敏

4月下旬，市应急管理局同市气象局、市
水利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市林业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教育局、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城
市管理局等 13 家市减灾委主要成员单位，
采取网络会商形式，对 2021 年 5 月全市自
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了会商研判。具体情况
如下：

一、气候趋势预测
常年5月全市平均降水量为65.1毫米，

其中西南部栾川为 90.6 毫米，其他地区为
50.1～70.7毫米；全市平均气温为20.7℃，其
中栾川为17.9℃，其他地区为20.2～21.6℃。

预计2021年5月，降水量偏少0～2成，
全市50～80毫米，平均气温略偏高，西南部
栾 川 18～19℃ ，其 他 县（区）在 21.0～
22.5℃。

二、5月灾害风险预判
综合判断，5 月全市主要气象灾害为干

热风、雷雨大风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和臭氧
污染等带来的风险。

具体来看，5 月全市自然灾害风险主要
表现为：

（一）干热风。5月正值“三夏”农业生产
关键时期，预计我市将出现阶段性干热风天
气，相关单位需根据短期天气预报和预警信
息，提前做好小麦的田间管理，减少干热风对
夏粮生产的影响。

（二）雷雨大风及冰雹。我市地形复杂，
5月易出现短时局地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
等强对流天气。建议相关单位密切关注天气
预报和预警信息，防范局地雷雨大风或冰雹
等强对流天气对工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等产
生的不利影响。

（三）大气污染。随着气温逐渐攀升，气
象条件对臭氧污染的生成越来越有利，预计
本月臭氧污染将有所加剧，需加强相关污染
物排放的治理和管控工作。

（四）震情。洛阳前兆观测台网地温、地
电、地倾斜、地磁、水氡等观测资料均未发现
短临异常。各宏观测报点未见宏观异常现
象，晋陕豫交界区的近期前兆交换资料亦未
见明显异常。综合分析，2021年5月洛阳及
邻区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

三、防范应对措施及建议
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对可

能发生的灾害风险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切实
做好干热风、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和农业病虫害的防范应对工作。
（一）生态环境。随着气温逐渐攀升，预

计本月臭氧污染将有所加剧，需加强相关污
染物排放的治理和管控工作。

（二）森林防火。5月我市森林防火转入
常态化，但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林区农耕生产
和施工活动增加，以及以森林景观为依托的
景区旅游、踏青和采摘人员增多，个别地方将
存在一定的森林火灾风险。各地各相关部门
要严格落实网格化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大森
林防火宣传力度，加强巡查巡护，做好重点区
域野外火源管控。

（三）农业生产。预计5月有局部暴发小
麦条锈病、叶锈病、草地贪夜蛾等农作物病虫
害的风险。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对农作物病
虫害的监测调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开展防
治技术宣传培训，组织群众统防统治。另外，
家禽补栏、候鸟迁徙增加发生高致病性禽流
感、牲畜口蹄疫和小反刍兽疫等动物疫情风
险，需做好防范工作。

（四）地质灾害。在局地强降水影响下，
栾川县、嵩县、洛宁县、新安县等山区公路沿
线、景区公路易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
塌陷等地质灾害。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
旅游景点、切坡建房居民点周边的地质灾害
隐患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

（五）交通运输。强对流天气对公路、
水上交通影响较大，易造成船舶倾覆、山体
滑坡、桥梁塌陷等自然灾害。交通管理部
门要组织对易塌方路段进行排查，采取削
坡、安装主动柔性防护网、挡墙、增加截水
沟、喷锚防护等措施进行加固；库区、码头
水域发生强风暴雨等恶劣天气时，要严格
执行“六不出航”规定，船舶封航，停止水路
运输活动。

（六）建筑施工。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
等强对流天气，易引发基坑设施、塔吊、高支
模、脚手架等安全事故。各地各相关部门要
加强对建筑工地现场监管，做好重点部位安
全防护和监控，及时排除安全隐患，科学组织
施工。

（七）水旱灾害。5 月我市进入汛期，局
部小气候、强降雨极易引发生山洪灾害。各
地各相关部门要及时安排部署防汛抗旱工
作，细化目标任务，层层压实责任；要加强值
班值守，密切观测雨情、水情变化,及时发布
预警信息；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适时组织演
练，确保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反应、
高效处置。

（八）城市管理。强对流天气易造成道路
积水、市政设施损坏，引发城市内涝。城市管
理部门要加强对窨井盖、排水管网（井）、广告

牌等市政设施安全隐患排查，加强易积水地
段（点）安全监管，设置警示标识，确保行人、
车辆安全。

（九）工业生产。强降水、雷雨大风等
强对流天气易引发触电、雷击、火灾等安全
事故。各级主管部门、工矿企业要切实提
高安全事故防范意识，结合企业灾害风险
特点，加大隐患排查力度，适时开展应急预
案演练，提升企业灾害防范能力和应急救
援能力。

（十）旅游安全。5 月将进入旅游旺季，
特别是“五一”小长假期间，洛阳一些重点旅
游景区将迎来客流高峰，可能带来人员聚集
风险。各级旅游管理部门要加强值班值守和
巡查，遇到突发事件，及时妥善应对。

（十一）教育系统。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
加大学校（幼儿园）安全隐患排查力度，指导
学校开展防雷避雷、防冰雹等安全性防护教
育和应急演练。

（十二）卫生防疫。目前，国际疫情形势
依然严峻复杂，加之4月云南瑞丽又发生新
冠肺炎聚集性疫情，需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5月，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防控意识，继
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蔓延”原则，落实落细
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全市人民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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