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协商议政献良策履职尽责展作为
■记者 王妍张华颖 通讯员 程甦超

7月19日下午，区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6位委员聚焦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热点，作了精彩的大会发言。
据了解，出席大会的委员们紧扣“智涌钱塘·现代星城”发展导向，就经济发展、产业提质、民生保障、城市建设等各方面，参政议政，提出了不少较强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的对策举措，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努力贡献政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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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钱塘区智能应用正呈现蓬

勃发展态势，钱塘区在人工智
能产业发展上具有产教融合、
科技创新、资源共享三个优
势。数字化、智能化是时代发
展的趋势潮流，我们要补齐智
能产业发展短板，推动钱塘区
产业高质量发展。

建议：
1.加强顶层设计，统筹“智

能＋产业”发展体系。围绕“四
个定位”总目标，以打造现代制
造体系为重点，加快编制钱塘
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计划。

2.健全体制机制，强化“双
轮驱动”产业体系。推行以负
面清单为主的产业准入制度，
借力“新四军”扶植产业研发能

力，依托企业实施“三换”，加快
智能化改造，打造应用示范点，
推动规模化应用，提升智能化
水平。

3.发挥主体驱动，打造人
工智能应用体系。抓住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契机，加速形成“张
江研究＋钱塘智造”产业转化
模式。鼓励企业实施科技成果
转化，支持企业购买高校、科研
院所人工智能方向科研成果实
现产业化。

4.坚持人才引领，构建多
维度人才支撑体系。依托国内
外平台；采取灵活方式柔性；依
托“14+2+N”的校友经济为基
础；全面推进“风鹏计划”，形成
人才队伍。

5.优化产业生态，完善创
新创业服务体系。实施“育苗
计划”，提供一站式的园丁服
务；完善金融服务，支持创新成
果的示范应用和技术转移；借
助“钱塘科学城”建设，打造宜
居宜业的人才区域。

发言人：盛斌

补齐智能产业发展短板做强未来产业

观点：
钱塘区是杭州市“十四五”

规划中“一核九星”的重要一
星。面对城市高速发展带来的

“城市病”，钱塘区在城市有机
更新时要立足自身实际，人民
的利益问题出发，让老百姓有
更多幸福感和获得感。

建议：
1. 统一合理谋划，坚持高

起点规划。编制有机更新大规
划，更新具体规划；完善社区及
城中村城市功能配套；淘汰整
改不符合发展导向、环保要求
的企业和项目；调整产业结构，
加大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布
局。

2.优化城市更新制度，坚
持高标准建设。出台相关制
度，形成行之有效的操作规程；
建议成立有机更新国有企业，
保障资金土地要素；自我改造

原有低效、落后、老旧区域，发
挥存量用地潜力，集约利用土
地，盘活发展空间。

3.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坚
持高质量导向。完善老旧小
区配套设施，改造老旧厂区，
保护和活化利用历史文化街
区、历史建筑，打造江东片区
文旅商业消费集聚区，建设美
丽乡村。

4.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坚
持高效能管理。围绕实现城市
管理现代化，推进管理体系更
新；建立健全工作体系，加强部
门协同联动；加大宣传力度，搭
建管理平台，加强群众参与度，
营造全民共治的氛围。

高质量有机更新
加快钱塘建设“生态、生产、生活”融合的现代化城市

提案人：郑都

观点：
钱塘区在未来乡村建设已

取得一定成绩，对照打造高质
量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蓝图，我
们还需要精准聚焦美丽乡村建
设短板，拉高标杆、补齐短板。

建议：
1. 多规合一引领，科学布

局城乡关系。以新一轮国土空
间规划编制契机，明确建设方
向；结合“非粮化”整治，优化区
域布局；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
多规合一引领，优化城乡布局，
统筹城乡关系。

2.质量带动数量，高水平
建设未来乡村。在区内开展未
来乡村良性竞争，优中选秀建
设未来乡村；提前谋划，合理安

排，明确发展计划，建立区级建
设梯队；发挥示范村带动作用，
加速追赶全市平均水平，在
2025年实现全区美丽乡村全
覆盖。

3.强化数字赋能，融合发
展美丽经济。挖掘各村优势，
盘活存量资产，激活生态资源
禀赋；依托我区产业优势，加强
产业融合、农企结合；强化数字
改革引领，培育农村新型业态，
把乡村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
势，实现美丽经济。

4.注重人本理念，一体化覆
盖公共服务。加快基础设施建
设，解决村民痛点；城乡共建共
享公共服务设施；加快乡村文体
设施建设，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5.全区协同打造，鲜明树
立围垦文化。整合区内围垦文
化资源，打造围垦文化旅游线；
注重平台建设，加强高校联动，
培养优秀的三农队伍。

提案人：徐钢

观点：
高水平打造“智涌钱塘·现

代星城”关键在青年，钱塘区作
为全市最年轻的一个行政区，
要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

建议：
1. 规划先行，加强顶层设

计，谋好“情”字文章。结合钱塘
实际，推进青年中长期发展规
划；确定一批服务青年政策及项
目，保障青年安居、园区配套设
施，解决急难愁盼问题，营造青
年人才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2.接引地气，关注供需交
流，谋早“育”字文章。搭建大
学生与辖区企业之间的供需交
流平台；提供大学生社会实践
岗位与项目；依托数字赋能，链
接各方资源，为大学生提供可
靠的平台服务。

3.搭台唱戏，深化校地共
建，谋实“留”字文章。以平台
为展示窗口，优化与14所高校

“活动共办、品牌共创、阵地共
建、人才共育、力量共享”的共
建机制。一是文化留人。例如

通过开展生态环保、社会治理
等主题活动和赛事赛会等志愿
服务，充分发挥大学生群体活
力，组织大学生力量参与服务
群众的民生实事，让大学生走
进钱塘，细品钱塘潮涌文化、围
垦文化、移民文化和创业文
化。二是赛事赛会留人。通过
举办有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大赛
和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发挥边
际效应和雪球效应，让优秀项
目落地钱塘，让青年技能人才
安营钱塘。三是“订单式”留
人。针对辖区制造业发达的优
势以及亟需专业方向的人才，
企业可以提前与学校相关专业
有意向的学生签订委培计划，
定向实践和实习，在委培过程
中进一步双向选择，达成毕业
即上岗的效果。

提升服务能级促进大学生“育”“留”钱塘

提案人：王芳、邵诚、程甦超

观点：
美丽经济是人民对美好生

活向往的经济化，是一种经济
新形态，打造“钱塘美丽产业”，
对我区构建现代星城新发展格
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建议：
1. 细化产业发展规划，实

施美丽产业“倍增计划”,发展
千亿产业；培育发展高端文化
创意、田园旅游等新兴产业。

2.聚焦区域协调和差异化
发展。与周边区域协同共振、
协调发展，发挥我区美丽产业
特色和优势，突出差异化、品牌
化。

3. 引导构建美丽产业生

态。完善美丽产业链条，支持
美丽产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
合；设立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
加强跨界融合，加强区校合作，
促进产教融合。

4.支持产业集群发展。培
育一批具有全产业链影响力的
企业；加大对美丽产业改造扶
持力度，积极引导美丽产业项
目集中布局，打造创新示范基
地。

5.支持数智特色发展。支
持企业将先进信息技术运用于
产品生产；利用自贸区和新一
代电商企业优势，将平台型、数
字化服务旗舰企业做大做强。

6.支持创新突破、创业孵
化。给予专项资金支持，鼓励
创办美丽产业新型研发机构，
加快美丽产业创业载体建设，
开展美丽产业领域创新创业大
赛。

观点：
文化产业有助于丰富人民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孕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但目前我区文化
产业缺乏重点文化会展，重点
产业平台等项目。

建议：
1. 近阶段重点工作建议：

成立文创产业联盟，输出钱塘
潮 IP的核心价值。围绕钱塘
潮IP开展文化会展活动，提升
区域影响力，探索新型消费业
态。扶持一批代表性文创企
业，打造一个特色文创园区，落

地一个特色课题与论坛。
2. 三年中期目标具体规

划：打造拥有国际视野的钱塘
潮IP特色文创产业带，规划文
创产业项目群落。扶持文化企
业上市；创建高校文创品牌联
盟；建立文化产业人才库工程，
给予政策支持，积极引入各类
文创人才集中落户；持续在本
地群众输出文化内容；打造公
共文化体系。

3.五年长期目标的宏观构
想：积极引入并落地各类国际、
国家级文旅项目、论坛或博览
会等永久落地钱塘区，打造钱
塘文化产业新高地。

打造三生融合的钱塘样板高水平建设未来乡村

推进美丽经济发展打造美丽产业集群

加快发展文创产业推动文化与旅游融合互进

提案人：樊志明

提案人：褚翔

发言人：王芳

提案人：盛斌、魏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