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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厅长罗佳明：

建议推进农村铁索桥改公路桥
加大货车司机“暖心之家”建设支持力度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全面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脱贫人口持
续增收。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农村交通条
件的改善是助推脱贫人口增收十分重
要的一环。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
表、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
罗佳明带来了与巩固脱贫成果有关的
建言：建议交通运输部将农村铁索桥改
公路桥作为“十四五”期间一项新专项
工程，加大农村铁索桥改造及养护。同
时，他建议制定出台货车司机“暖心之
家”建设标准，加大“暖心之家”政策支
持力度和建设工作指导力度等。

印发《专项推进方案》
明年底前完成铁索桥改公路桥

罗佳明介绍，“十三五”期间，四川
建成了以“溜索改桥”为代表的一批交
通脱贫攻坚工程，为全面打赢脱贫攻
坚战奠定了坚实的交通基础。但是，
受地形地质条件和发展水平等因素制
约，在部分山区农村，居民出行和生活
物资运输仍然依靠铁索桥。由于建设
标准低、运营时间久远、日常管护不到
位等原因，铁索桥在安全性、便利性等
方面的问题逐渐突显，无法满足公众
出行的实际需求，也与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对交通的要求有一定差距。

为此，罗佳明建议交通运输部将
农村铁索桥改公路桥作为“十四五”时
期一项新专项工程，加大农村铁索桥
改造及养护的支持力度。

事实上，从2021年开始，四川就在

充分排查农村铁索桥运行状况的基础
上，制定并印发了《四川省2021—2023
年农村铁索桥改公路桥专项推进方
案》（以下简称《专项推进方案》）、《四
川省农村铁索桥改公路桥建造技术要
点》以及《四川省农村铁索桥管理养护
技术规程》。今年，四川将加快农村铁
索桥工作落实落地，从3个方面督促各
地全力推进《专项推进方案》实施。

首先，加快项目建设。四川已将
铁索桥改公路桥纳入省政府2022年民
生实施方案，计划今年底完成100座铁
索桥改公路桥，2023年年底前全面完
成171座铁索桥改公路桥。目前，四川
公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已经完成
130座铁索桥改公路桥项目工程可行
性报告和勘察设计工作。

其次，加强技术指导。四川正组
织各地采取打捆招标的方式确定有实
力的单位，统一开展设计工作，并将按

照铁索桥改公路桥建造技术要点开展
设计和施工，在实施过程中强化技术
服务和监督，确保设计深度、工程进度
和质量。

最后，构建管理机制。积极推动
责任、改造、管护“三到位”，并按照《四
川省农村铁索桥管理养护技术规程》
要求，建立桥梁信息档案，加强日常维
护和巡查管理，定期开展技术状况专
项检查。

推进“暖心之家”建设
四川将出台建设和运营管理办法

道路货运行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
基础性、服务性行业，目前全国共有货
车司机1728万人，承担了全社会70%
以上的货运量和30%以上的周转量，
货车司机为畅通经济社会循环、保障
和改善民生作出了积极贡献。

2020年9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
多个场合指出，要适应新技术新业态
新模式的迅猛发展，维护好快递员、网
约工、货车司机等就业群体的合法权
益。在此背景下，四川在全国率先提
出并打造了“司机之家”的升级版——

“暖心之家”，除停车、饮水、休息功能
外，新增了党群活动及沐浴、洗衣、晾
晒、用餐、住宿、安保、诉求收集等功
能，特别推出“1荤2素1汤”10元套餐、

“自带被褥1元住宿”等7项优惠措施。
“在推进建设过程中，我们也遇到

了一些问题。”罗佳明说。目前，并没
有“暖心之家”的统一标准和可供学习
借鉴的样板，也缺乏运营管理的经费
保障，各地只能摸索建设。

因此，罗佳明提出3点支持货车司
机“暖心之家”建设的建议，包括制定
出台“暖心之家”建设标准、加大“暖心
之家”政策支持力度和建设工作指导
力度等。

罗佳明介绍，目前四川正在加快
研究出台《四川省高速公路“暖心之
家”建设和运营管理办法》，为“暖心之
家”建设和运营提供指南；建立评估机
制，实行“暖心之家”党建、宣传和服务
信息收集、汇总、分析日报告、周调度，
持续完善“暖心之家”管理措施和服务
功能；会同省商务厅、省农业农村厅、
省粮食局、蜀道集团签订《关爱货车司
机框架协议》，建立“暖心之家”餐饮食
材直供体系，减少流通环节，降低运营
成本，促进“暖心之家”可持续运营。

未来五年，货车司机“暖心之家”
将在四川全面铺开，预计到2022年底，
全省将建设15个“暖心之家”，到2025
年建成33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供图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切实保障
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不
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着力解决人民
群众普遍关心关注的民生问题。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四
川省民政厅厅长益西达瓦提交了《关
于促进新时代家庭建设的提案》。益
西达瓦表示：“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实
践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家庭问题，比如
心理不健康、沉迷网络甚至违法犯罪
等青少年群体，90%以上缺乏家庭教
育、家庭关爱或者家庭教育方式不
当。此外，婚姻关系紧张、养老压力增
大等系列家庭问题也比较突出。”

益西达瓦在调研时发现，产生这
些家庭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职能职
责分散，家庭建设缺乏系统性；受制传
统观念，家庭建设的内涵外延未与时

俱进；服务主体缺乏，家庭建设的社会
支持未有效破题。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很多社会问
题产生的根源在家庭，而解决这些问

题的关键也在家庭。在提案中，益西
达瓦从明确牵头部门、健全政策体系、
鼓励社会参与、加强宣传引导四个方
面提出建议。

明确牵头部门。将分散在民政、
卫健、妇联等部门的家庭公共服务职
能职责进行合理有效整合，自上而下
新成立或者明确指定负责家庭公共服
务的政府部门，统一负责统筹指导家
庭建设，特别是加强家庭公共服务等
相关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监督，形成系
统全面、上下衔接的家庭建设行政指
导体系。

健全政策体系。制定软硬件保障
补短政策，明确家庭公共服务预算专
项，加大政策、资金、项目保障，不断夯
实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弱有所扶、逝
有所安等方面的软硬件支撑；制定服
务供给补短政策，抓实针对孤儿、留守
儿童、留守妇女等特殊群体的兜底性
服务，拓展满足不同人群需要的养老、
托幼、康复等个性化服务；制定人才队
伍建设补短政策，推动在高校（高职）

设置婚姻家庭、养老育幼、社会工作等
亟需的专业及课程，同步建立人才职
称评定、考核激励等机制。

鼓励社会参与。搭建社会力量参
与家庭公共服务的平台，畅通社会组
织、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
者和志愿者参与家庭建设的渠道，尤
其是在家庭公共服务模式选择上，积
极探索“公办民助”或者“公办民营”的
模式，通过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调
动社会组织发挥作用，增强家庭公共
服务社会化供给能力。

加强宣传引导。选树培育先进典
型，加强五好家庭、最美家庭、文明家
庭等评选表彰，发挥模范家庭的示范
带动作用；加强家庭工作先进集体、先
进个人评选表彰，切实调动家庭工作
者职业荣誉感、认同感。加强对模范
家庭及家庭工作先进典型的宣传推
广，在全社会营造见贤思齐、比学赶超
的浓厚氛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赵紫萱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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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民政厅厅长益西达瓦：

提升家庭公共服务水平 促进新时代家庭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民政厅厅
长益西达瓦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厅长罗佳明

四川首个货车司机“暖心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