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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物业管理
“老大难”

过去，业委会履职不畅、物业服务质量
不高、物业费收缴难等问题在我市屡见不
鲜。但物业行业又与千家万户生活息息相
关，在社会治理中还发挥至关重要的作
用。今年，不少市政协委员从不同角度为
破解这一“老大难”出点子。

物业纠纷往往涉及面广，业主、业主委
员会、物业公司，各有各的“委屈”、各有各
的诉求。民革界别委员从依法治理的角度
建言，建立加快物业管理立法，明确物业管
理工作的原则，完善细化前期物业管理规
定，规范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运行，完
善物业管理监管机制等。

预防和化解小区物业类纠纷，市政协
委员陈曦提出试点社会组织公益互助形式
共建和谐家园。参照老小区由社区代管模
式，坚持公益性原则，引入社会组织，实现
小区物业共建共管。

物业公司水平参差不齐，一些公司服务
质量差也是引发纠纷的重要原因。市政协委
员罗祎建议建立健全物业管理考核评价体
系，对物业服务项目开展星级评定。对评分
高的五星物业管理企业，设立物业示范项目；
对评分低、群众意见大的物业服务企业，则清
退出去，倒逼物业服务企业提升服务水平。

持续擦亮职教品牌

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职业教育
法，将于今年5月1日起施行。法治强力护
航，职业教育迎来新的春天。

作为株洲一张亮丽名片，职教科技园
的建设发展备受各界关注。从 2019 年开
始，民盟界别连续三年以集体名义就职业
教育发展提出提案，基本形成了完整的提
案链条。市政协高度关注，连续多年将其
列为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重点督办提案，
持续擦亮职业教育这张名片。

今年，民盟界别再为职业教育发声，提
出打造湖南（株洲）职教科技园升级版。他
们认为，过去十余年，职教科技园建设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但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配套设施不完善、研发支撑不够、产业引进不
足、开发时序不科学、用地供给不匹配……

“升级版”如何推进？从完善规划、理
顺机制、整合资源等多方面入手。在定位

方面，应立足湖南、服务全国、走向世界，建
设国际化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实用技术研

发基地以及产教融合示范基地，将其打造成
为全国一流职教高地。

今年3月25日，市国土空间规划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九郎
山国家职教科创城空间规划概念

方案及控规修改。4月20日，
我市召开动员大会，正式对
职教科技园提质升级，全
力打造湖南九郎山职业
教育科创城，力争在全
省形成“西有岳麓山
大学科技城，东有马

栏山视频文创产业
园，南有九郎山职教
科创城”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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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端产业到基层治理，从关键小事到民生大事……

这些“高言值”的提案 或将改变你我生活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罗欣

提案是政协委员履行职能的重要方式。每一件政协提案背后，都凝结着委员的
心血，都是他们聚焦所在，更是党政关心、百姓关注所在。今年首期“政协提案与您
同行”专版，记者系统梳理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以来政协委员提交的提案，看看委员
们关注什么？提出了哪些“高言值”的提案？

关注
新治理

聚焦
新产业

发展北斗产业
为株洲再造一个新的
经济增长极

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株洲的优势。轨道
交通、中小航发、先进硬质材料……这些领
域的企业，随便挑几个出来，都是响当当
的。

从去年开始，北斗产业作为一个全新
产业在株洲被频频提及。随着省里产业布
局，明确株洲是北斗产业园建设的主体，株
洲发展北斗产业的热度也持续攀升。去年
12月，市委书记曹慧泉率队调研北斗产业
园建设，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北斗产业园建
设，为株洲再造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

市政协委员刘爱明等敏锐地把握住这
一热点，在年初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期间
提交提案《加快推进北斗产业高质量发
展》，从成立高规格北斗产业工作专班、全
力推进北斗产业园区规划建设、强化政策
扶持等多方面为北斗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这一事关株洲抢占产业新赛道的提案，
也在众多提案中迅速“出圈”，被列为2022
年度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重点督办提案，由
市政协主席聂方红领衔督办。

4 月 24 日，曹慧泉再次赴株洲经开区
调研北斗产业园建设情况。北斗产业园建
设的最新进展公布：签约项目 10 个，总投
资41亿元。

最近一次政企“早餐会”上，落户北斗
产业园的项目之一——赛德雷特卫星工厂
项目的负责人陈定锋就是座上宾。这也释
放出市委、市政府大力推进北斗产业发展
的强烈信号。

“数字”
让城市更“智慧”

4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数
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顶层发力，数字
政府建设无疑按下了“快进键”。

株洲的“数字化”发展如何加速？市政
协委员有话说。据不完全统计，市政协十
届一次会议以来，市政协委员围绕数字株
洲建设、数字政府建设至少提出了 4 件提
案。

不论对哪个城市而言，数据壁垒都是
“智治”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市政协委

员文丽发现，在我市，由于系统建立时间不
同、运维技术公司不同、数据标准不同，各系
统信息无法及时自动抓取、共享应用。文丽
认为，应统筹考虑各层级数据资源体系，明
确数据更新时限、共享类型、共享方式等，解
决系统对接难、数据传输不畅等问题。

市政协委员欧阳理文提出，目前，数字智
慧株洲建设仅仅是根据各委、办、局提出需
求、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制定年度计划来推进，
容易导致重复建设、后期整合归集困难，应当
尽快明确未来3～5年的数字智慧城市顶层规
划。

如何让各部门加快数字化建设？市政协委
员杨清等提出健全数字化建设评价机制，以考
核来压实部门工作责任、强化部门间联合联动、
鼓励部门数字化创新。

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以来

共提交提案295件

制图/胡兴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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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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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4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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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社会建设类

100件
35.2%

生态文明建设类

11件
4%

人
生
讲
述

A08

2
0
2
2

年0
4

月2
7

日

星
期
三

责
编/

肖
星
平

美
编/

陈
春
艳

校
对/

曹
韵
红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

盲人夫妻 出幸福生活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实习生/吴倩 通讯员/刘阳

4 月 25 日早上 9 时许，在渌口区津口东路的一家盲人按摩
店，刘干正在等着顾客到来。“我和妻子虽然都是盲人，但我们可
以相互搀扶着向前走。”刘干的小店，是渌口区第一家拥有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盲人按摩店。结婚9年来，刘干和江峥嵘这
对“80后”盲人夫妻相濡以沫、携手前行，用勤劳的双手“按”出了
幸福的生活。

他为生计学习盲人按摩

刘干是先天视障，靠着微弱的视力，
他的生活尚能自理。

2004年，渌口区（原株洲县）残联鼓
励残疾人学习实用技术，参加相关培训
的还可获得政府的补贴和扶持。靠着
这个机会，刘干进入湖南省特教中专推
拿系学习按摩。

刘干和他的同学大多视力有问题，
怎么记理论知识呢？刘干说，当时没有盲
文教材，只能在课堂用小录音机录下老师
讲课的内容，回到家再反复听，还会把重要的
知识点用盲文整理出来，与同学分享。1小时的
课程要花2—3小时才能整理完。

理论解决了，下一步就是实践。“拿自己、家人还
有同学练手。学针灸时，我全身上下都扎过，不知多
少遍。”刘干笑说，有时候扎错了穴位，腿就一瘸一拐
的，当时老师还会打趣“安慰”：多扎几次就好了。

就这样，在不断摸索中，刘干成了一名盲人按摩
师。他一边打工一边继续学习。

她北漂学技饱受艰辛

和刘干不同，江峥嵘原本是一个健全人，她曾清
晰地看到过这个世界。

10岁那年，江峥嵘突然视力下降，到医院就诊发
现左眼视网膜脱落。“左眼还没治好，右眼视网膜又脱
落了。”江峥嵘说，她眼睛里会有黑影飘动，黑影呈烟
雾状或点、片状，形态常变换，很像小虫飞舞。

“命运这种东西不可去揣测，但在遇到困难和挫
折的时候，我选择的是勇敢面对。”2003 年在家人鼓
励下，她开始学习按摩，2007年考入北京联合大学专
科推拿系进行系统性学习。

回忆异地求学的日子，江峥嵘说，生活上能省则
省，陌生的环境，没有朋友，第一次从北京回湖南，还
是在多位好心人的帮助下才顺利坐上火车。女性比
男性力气小，力道达不到的话，就影响治疗效果，江峥
嵘就在宿舍爬楼梯、做俯卧撑，练腿上和手上的劲
头。因长期工作，她手指的各个关节已经突出变形。
但她没有放弃，不断磨炼，最终带回一身好本领。

创业难，守业更难。刚开业的几个月
里，店面几乎无人问津，于是刘干夫妻俩
带上几把小凳子，开始上街义诊，免费为
路人诊断按摩，帮助他们消除身体疲劳，
舒筋活络，教给他们一些简单易学的按摩
方法，顺便“打广告”。很快，他们迎来了
第一批客人。

在义诊过程中，夫妻俩认识了患有严
重双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颜奶奶。“疼了
几十年了，平常上楼下楼都费劲，通过他
们的按摩，还真的有改善。有时候我不舒
服了，他们还会免费帮我按两下。”说起刘

干夫妻，颜奶奶竖起了大拇指。
刘干说，最初接触的那批顾客都是疑

难杂症、情况较严重的客人，他们靠着自
己扎实的按摩技术得到顾客的认可，老顾
客也愿意将自己的亲朋好友介绍到夫妻
俩的店里按摩。

顾客匡红说：“我肩颈有问题，在这里
按了几年了，每两周过来一次，效果蛮
好。”顾客的口口相传，让按摩店迅速打开
了市场，在渌口变得小有名气。店里客源
不断，每个月都能挣到七八千元甚至上万
元，也收获了不少客人的好评。

缘分让他们走到一起

2008年，刘干和江峥嵘在朋友的介绍下相识，但
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曾联系。“没想到会在 4 年后重
逢。”刘干说，2012 年两人同时参加一场市残联举办
的培训会，两人很自然地恋爱了。

第一次约会时，刘干就充当起江峥嵘的拐杖，牵
着她的手逛街。看到刘干对自己的细心照料。江峥
嵘认定了这个有安全感的小伙子。2013 年，二人喜
结连理，这成为行业内的一段佳话。江峥嵘说，结婚9
年多，他们夫妻从未因任何一件事急过眼，生活平淡
而幸福。

结婚后，二人在长沙一家按摩店打工。2014年，
他们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当了父母以后，夫妻
俩的生活有欢笑也有压力。“孩子出生的头两年，我们
的生活很艰难。我基本是在家带孩子，丈夫要养活我
们娘俩。我还得需要老人帮衬，像带孩子散步这些
事，我都做不了。”江峥嵘说。

为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夫妻俩经过商议，2017
年，终于在刘干的老家渌口区开了一家按摩店。刘干
夫妻二人均考取了盲人医疗按摩师资格证，他们的小
店“妙手中医推拿”，也是渌口区第一家拥有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的盲人按摩店。

按摩手法受到顾客好评

夫妻二人乐享平淡生活

起初，店子是开在一小区内，疫情影
响，顾客进来变得不方便。2021年，在兄
弟姐妹的帮衬下，刘干夫妻将店子迁到了
附近津口东路。

“盲人触觉敏锐、记忆力强，很适合从
事按摩这一职业。”刘干说，残疾人生活的
不易，自己深有体会，他愿意免费招收残
疾学徒，义务教学，尽自己一份力量，帮助
残疾人创业。

如今，夫妻二人就守着这个推拿按摩

店生活，日子虽然简单，但很宁静、快乐。
对于未来，他们有着无限的憧憬，儿子就
是全部的希望。“8 岁的儿子因为遗传，患
有高度近视。”江峥嵘说，她想让孩子得到
更好的教育，有个好前程。刘干说，因为
眼睛和责任，他无法去很远的地方，看一
看这个世界，希望儿子能多出去走走，然
后把看到的讲给他们听。

“我们坚信，只要努力就会有回报，这
就是我们的生活态度。”刘干笑着说道。

记者：最初失明那段时间是怎
么过来的？

江峥嵘：慢慢熬，最初我手臂、
膝盖总是被桌子、墙角磕得青一块
紫一块，人也经常生气烦躁。是父
母和身边朋友的开导和支持，让我
走出了阴霾。

记者：现在还会遇到哪些难题？
江峥嵘：一是辅导孩子作业，我

们看不清字，有时只能靠猜，或者百

度出来告诉孩子答案；二是受疫情
影响，营业额有些下降，希望疫情早
点过去。

记者：为什么想要义务教残疾
人按摩推拿？

江峥嵘：社会上扶助残疾人的
氛围越来越浓厚了，而我们自己作
为残疾人，既然有能力，也要加入到
助残的队伍中来。

对话

▲刘干在给顾客按摩。 记者/谢嘉 摄

▲江峥嵘在给顾客按摩。 记者/谢嘉 摄

▲ 刘干夫
妻，在黑暗之中
传递光明。
记者/谢嘉 摄

先天视障

后天失明

命运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