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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物种
基因库”，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
三大生态系统，发挥着涵养水源、调
节气候、改善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
等生态功能。1月 12日，江苏省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召开新闻发布会，
解读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
议通过的新修订的《江苏省湿地保
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
共七章五十六条，自2024年 5月 1
日起施行，将从五个方面对大美湿
地保护举措“提档升级”。

明确实行湿地分级和名
录管理

条例明确了湿地是什么。湿地
是指具有显著生态功能的自然或者
人工的、常年或者季节性积水地带、
水域，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六米

的海域，但是水田以及用于养殖的
人工的水域和滩涂除外。

湿地有哪些？条例规定实行湿
地分级和名录管理。

按照生态区位、面积以及维护
生态功能、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程度，
将湿地分为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
重要湿地包括国家重要湿地和省级
重要湿地，重要湿地以外的湿地为
一般湿地。省级重要湿地名录、范
围及其调整由省林业主管部门会同
相关部门提出，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后发布；一般湿地名录、范围及其调
整由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或者
其授权的部门发布。重要湿地依法
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对湿地实行分
类保护，结合江苏实际，充分发挥有
关部门对滨海湿地、小微湿地保护
的职能作用。

湿地由谁管？条例规定实施湿

地总量管控。明确林业主管部门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湿地资源的监督管
理；自然资源、水行政、住房城乡建
设、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
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湿地保护、修
复、管理等有关工作。条例依据上
位法规定，明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依法落实湿地面积总量管控目
标要求，将湿地面积总量管控目标
纳入湿地保护目标责任制。严格控
制占用湿地，禁止违法占用湿地。
国家重要湿地的占用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执行。禁止占用省级重要湿
地，国家重大项目、防灾减灾项目、
重要水利及保护设施项目、湿地保
护项目、省重大项目以及无法避让
且符合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的线
性基础设施除外。规定建设项目规
划选址、选线应当避让湿地，无法避
让的应当尽量减少占用，并采取必

要措施减轻对湿地生态功能的不利
影响。

注重强化湿地保护利用
和修复

湿地怎么管？条例注重强化湿
地保护利用和修复。省政府常务会
审议通过的《江苏省湿地保护规划
（2023-2030）》中，明确提出，到
2025 年“湿地保护率达到 48%以
上”的目标要求。紧扣这一目标，在
保护方面，条例规定省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根据湿地保护规划和湿
地保护需要，依法将湿地纳入国家
公园、自然保护区或者自然公园，规
范湿地保护小区建设，建立健全湿
地保护管理体系，加强湿地资源保
护。在利用方面，强化重要湿地和
一般湿地利用活动分类指导。鼓励

单位和个人结合本地区人文元素、
历史文化、自然景观等，开展符合湿
地保护要求的生态旅游、生态农业、
生态教育、自然体验等活动，拓展湿
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支持社
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当地居民
等，通过社区共建、协议保护、公益
岗位等形式参与湿地管护。

湿地保护涉及方方面面，需要
强化监督管理，形成保护合力。条
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本
行政区域内的湿地保护负责，应当
建立湿地保护目标责任制，定期组
织检查、评估湿地保护规划实施情
况，督促有关部门做好湿地保护工
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对
湿地的保护、修复、利用等活动进行
监督检查，依法查处破坏湿地的违
法行为。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徐苏宁

省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完成得如何？

江苏2023年度“民生答卷”请查收
民生实事办得好不好？老百姓是否满意？1月12日上午，江苏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举行联组会议，

围绕2023年度省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情况开展工作评议。8位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和省人大代表结合前期调
研的情况，作评议发言。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目前省政府2023年度各项民生实事项目已全部完成，其中超额
完成目标任务项目40个。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徐苏宁 卢河燕

江苏 2023 年共编制 13 类 55
件民生实事。全省建成“家门口”
就业服务站332个，完成全年任务
的110.67%；在农村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综合服务中心）新建寄递物

流综合服务站580个，完成全年任
务的109.22%；全省新改扩建体育
公园（广场）60个，完成全年任务的
120.00%……

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目前省

政府2023年度各项民生实事项目
已全部完成，其中超额完成目标任
务项目 40个，按计划完成年度目
标任务 13个，按序时进度持续推
进项目2个。

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
年人做饭难、吃饭难，日益成为棘
手问题，老年助餐服务已成为最迫
切、最基本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之
一。2023年，省政府将“改造提升
500个社区助餐点”列入民生实事
项目。截至2023年 12月底，已改
造完工并投入运营 553 个社区助
餐点，超额完成当年民生实事目标
任务。目前全省共建成运营老年
助餐点 7729 家，全年累计开展老
年助餐服务92.04万人、约2204万
人次，日均助餐服务6.6万人次。

老年人吃得是否方便、实惠、
舒心？在价格方面，省人大社会委

主任委员周铁根建议，要加强老年
助餐价格引导。与此同时，要积极
探索老年人就餐实现身份识别与
权益绑定，切实提升老年助餐服务
的便利性、多样性。考虑到社区助
餐的可持续性，周铁根建议鼓励有
条件的社区食堂等助餐点，不断探
索延伸服务。“可挖掘上班族、单身
青年、带小孩的双职工家庭等潜在
服务对象，打造‘食堂+小课桌’‘食
堂+老年学堂’等服务业态，试行差
异化、阶梯式的价格机制，促进服
务对象从‘老龄’向‘全龄’延伸。”

2023年，省政府将“新增110家
普惠托育机构”列入民生实事项

目。报告显示，2023年评审确认省
级普惠托育机构122家，完成全年
任务的110.91%。2023年，88个县
（市、区）至少新增1家省级普惠托
育机构，各地新发展市级普惠托育
机构263家，省市两级新增普惠托
位超2.5万个。省市级普惠托育机
构带动全省面上采取多种形式发展
托育服务，各类托育机构增加到
5306家，千人口托位数增加到3.5
个。省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陆
永泉建议后续可以通过购买服务、
财政补贴等举措，发展社区、单位嵌
入式普惠托育机构，形成“家门口、
单位里、幼儿园”普惠托育新格局。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工作安排，
2023年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6个
调研组赴全省13个设区市调研省政
府2023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情
况，听取设区市政府及有关单位、部
分县（市、区）政府关于民生实事项目
推进情况的汇报，实地考察具体民生
实事项目，通过召开座谈会、发放调
查问卷等形式，广泛听取人大代表、
基层干群的意见建议。

围绕进一步做好省政府的民生
实事项目实施工作，调研组提出了
诸多意见建议。比如，在财政支持
方面，建议省政府可以聚焦重点领
域、困难地区，提供带有引导性、撬
动性、乘数性的财政支持资金；在
土地供给方面，要向民生实事项目
倾斜，切实解决民生实事新增用地
指标。

与此同时，调研组还建议发挥
考核激励约束作用，建立健全民生
实事考核评价体系。比如改进考

核评价办法，采取平时考核与年终
考核相结合，注重平时考核，年终
考核可以充分运用信息化平台数
据进行综合分析评价，改变长期以
来实地检查考核效果不好的做
法。省、市、县人大常态化听取和
审议政府民生实事实施情况报告
并开展工作评议，要进一步强化评
议成果的转化运用等。

在联组会议上，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张宝娟指出，民生实事是一
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要准
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对保障和改善
民生工作的新任务新要求，把老百
姓过上好日子作为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推动民生实事项目
的确立更加聚焦民之所需，开展民
生实事项目监督更加注重实际成
效，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民
生实事办实办好办出成效，切实增
强全省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总成绩

各项民生实事项目全部完成，其中40个超额完成

热点关注

在住有所居方面，要求新开工
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504 个，持续
推动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推进
无障碍设施改造。2023 年，全省
实际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617 个，同步开展加装电梯 5417
部。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江苏省
提前 3个月完成了国家下达的新
开工指标任务，改造内容效果、完
工率等关键数据位居全国第一，惠
及居民约50.2万户。

省人大环资城建委副主任委
员蔡任杰介绍，老百姓对住房的要
求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
变。对此，他建议要推进完整社区
建设，把人民群众对“有完善基础
设施，有整洁环境，有配套服务，有
长效管理，有特色文化，有和谐邻
里”等需求，嵌入到老旧小区的具
体工作中去。

城市停车难问题是大城市普遍
存在的问题，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

热点问题。省政府2023年度民生
实事项目中要求新增8.5万个公共
停车泊位。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
截至2023年 11月底，全省实际新
增公共停车泊位12.92万个，完成全
年任务的152.00%。同时，省住建
厅积极推广“共享停车”，全省已有
2599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实行了共
享停车，共享泊位数量达27.04万
个。老旧小区、学校、医院、景区等
重点区域停车矛盾明显缓解。

改造提升553个社区助餐点，老人们吃得是否方便、实惠、舒心？

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617个，能跟得上老百姓的需求吗？

建议

建立健全民生实事考核评价体系
注重平时考核

以法治力量保护“地球之肾”

江苏提档升级湿地保护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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