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2017
1·21
星期六

编
辑
殷
艳
萍

组
版
方

芳

校
对
刘

洁

今
日
关
注

星报讯（星级记者 刘海泉） 1月20日上午，省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举行主席团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议案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和代
表团提出的议案审查意见的报告。截至1月19日上
午11时，本次会议收到代表10人以上联名提出的议
案275件，一个代表团提出的议案1件，共276件。
其中财经方面88件，占三分之一。作为议案处理的
83件，并案后38件。

据议案审查委员会报告，这276件议案涵盖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其中财经方面88件、
预算方面8件、内务司法方面35件、城建环资方面

56件、教科文卫方面41件、农业与农村方面34件。
作为议案处理的83件，并案后38件。具体包括研
究制定《安徽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条例》、《安徽省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条例》、《安徽省慈善事业
促进条例》、《安徽省学生意外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
条例》，研究修改《安徽省劳动合同条例》等。

记者获悉，上述83件议案并案后涉及38件立
法项目，全部为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
2017 年立法计划所列项目，具有较好的立法基
础。此外，议案审査委员会建议作为建议、批评和
意见处理的议案共193件。

在一些窗口单位，“朝九晚五”已开始实行。省人
大代表汪宝平建议，省直机关和合肥市范围内可统一
实行“朝九晚五”作息制度，即9：00至17：00，中间午
休1小时。“合肥市已成大型城市，‘朝八晚六’使人
们早晚可支配时间较少。”汪宝平说，随着城区规模的不断扩大，人
们居住地点与工作地点距离拉大，上下班往返奔波耗时较长。

汪宝平觉得，实行“朝九晚五”作息制度，办公时间更加集中，
方便群众办事，而且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交通拥堵，增加人们
的休闲时间，“沿海城市的行政机构以及内地部分企业已经朝九晚
五，合肥也可以与大城市接轨。” ▋记者 沈娟娟

省人大代表钱开莲：

对有偿家教行为进行约束
“有偿家教”现在很普遍，但在省人大代表钱开莲看来，这无形

中增加了家长和学生的负担，也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使单纯的师生关系变成了金钱关系，有损教师形象。”钱开莲

觉得，最关键的是家长转变教育观念，科学指导孩子假期生活，从
源头上杜绝有偿家教现象的发生，让有偿家教失去市场。

除此之外，钱开莲说，考试难度可以适当降低，不再设置偏题、
怪题，采取形式多样的考试方式，学生在考试中能有更多展示特长
和潜能的机会。

“对于进行有偿家教的教师，可以通过取消其评职称、评先进
的资格，扣除其年终奖金等措施，对教师的‘有偿家教’行为进行有
效的约束。”钱开莲建议，有关部门要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比如实
施教师从事家教许可制度、统一家教收费标准、制定家教教师的管
理制度等等，让家教市场走上科学化、规范化、正规化的发展道路。

13名省人大代表呼吁：

电子垃圾应指定回收责任人
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视机、计算器等都会产生“电子垃圾”，在我

国部分地区，电子垃圾的现象十分严重，造成的环境污染威胁着居民
的身体健康，这让来自合肥代表团的黄群英等13名省人大代表很忧
心，他们呼吁要加强电子垃圾管理。

“电子垃圾包含多种有害物质，所以不能简单地将它送到垃圾
焚烧炉进行焚烧，而且其中包含可以回收再利用的部分，属于可回
收垃圾。”13名省人大代表觉得，电子垃圾如果做好回收利用，也可
以变废为宝。在他们看来，应该建立不同的专业回收处理公司，形
成回收处理产业，同时，提高广大民众尤其提高中小学生、高等院
校学生对电子垃圾污染性和资源性的认识。

13名省人大代表呼吁，我国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制定的《电子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中，对于无照经营、擅自处理电子垃
圾的单位和个人，规定施以不同金额的罚款，但对电子垃圾的回收
责任人尚不明确，“相关法律还需进一步明确责任人和惩处力度，
同时还应进一步加强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工作，打击电子垃圾的
非法进口和拆解，促进电子垃圾拆解利用处置产业的健康发展。”

省人大代表郎平：

含山县应和合肥联系更紧密
既和南京都市圈无缝对接，也与合肥都市圈紧紧相连，位于两

大都市圈之间的马鞍山区位非常独特，优势也很明显。“政府工作
报告高度切合安徽省实际，通篇体现了五大发展行动计划的引领，
字里行间洋溢着建设美好安徽强烈的使命担当。”郎平说。

这次，郎平带了不少建议，比如怎么和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更
好地融合，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的力度等。

“含山县比邻巢湖地区，属于原巢湖市下辖的一个县，希望合
肥市在对接巢湖大发展特别是滨湖新区建设中，能在基础设施、规
划实施上提供一些便利。”郎平说，充分发挥比邻两大都市圈得天
独厚的条件，把基础设施做好，把各项工作计划、规划、谋划制定
好，把行动方案研究好，“真抓实干、主动作为，就能借助两大都市
圈的辐射作用，推动马鞍山的大发展、大提升。”

□代表声音

省人大代表汪宝平：

省直单位和合肥市
可实行“朝九晚五”

□两会传真

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主席团第四次会议昨召开

83件议案确定办理 立法项目38件

星报讯（星级记者 刘海泉）如何才能规范慈
善行为，保护每份善念不被辜负，近年来备受社会
关注。在这次省两会上，省人大代表任笑媛、陈建
军、王时银等领衔提出三件议案，均关注了这一领
域。1月20日记者获悉，研究制定《安徽省慈善事
业促进条例》被提上了日程。

任笑媛等人提出，虽然近年来，我省慈善事业
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仍处于初级阶段，募捐资格不
明确、募捐行为不规范、信息披露与公开透明机制
不健全、税收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也制约
着我省慈善事业的发展。

如何才能引导更多人投身慈善事业，代表们
建议我省急需制定《安徽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
出台优惠政策，规范慈善行为，加强慈善监管。

“对慈善组织、捐赠人、受益人依法享受税收
优惠，对慈善组织兴办的学校以及为老年人、残疾
人、困境儿童提供养护、康复、托管等服务场所的
生活用电、用水、用气等，按居民生活类价格执
行。”任笑媛建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
当建立或者指定慈善信息平台。慈善组织应当建
立健全内部治理结构，明确决策、执行、监督等方
面的职责权限；应当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
慈善组织对募集的财产，应当登记造册，妥善管
理，专款专用。“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慈善组织
有违法行为的，可以向民政等有关部门或者慈善
行业组织投诉、举报。鼓励公众、媒体对慈善活动
进行监督，对假冒慈善名义骗取财产或者慈善组
织、慈善信托违法违规行为予以曝光。”

慈善事业需“优待”也须监管

长期以来，学校意外伤害事故一直困扰着学
校。在这次省两会上，省人大代表黄文莉、梁彩
霞、赵翠琴等领衔的30余名代表提出的3件议
案，均关注这一问题。最终，研究制定《安徽省学
生意外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如愿成为38
件议案之一。 ▋星级记者 刘海泉

处理校园意外伤害事故是社会难题
黄文莉等代表认为，处理发生在校园的意外

伤害事故，是学校管理中遇到的一件非常令人
头痛的事情。学生在校发生的意外伤害事故有
多种原因，有些是学校可以预防，而有些的确是
防不胜防。目前由于学生学习负担较重及家庭
生活饮食习惯、缺乏足够的户外活动等原因，学
生 在 校 内 、在 体 育 课 上 时 常 发 生 意 外 伤 害 事
故。对于这类事故，在处理时往往就事故原因、
责任分担、赔偿范围等问题纠缠不清，给学校正
常的教育教学冲击很大，让学校在人力、物力、
精力承担了很大的压力。

“关于学生的伤害事故及其善后处理工作，
2002 年教育部专门颁发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
法》，对各级学校伤害事故的处理统一规范。我省
合肥市、淮南市分别于2008年、2011年制定了《中
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并已
正式施行。但无论是教育部的《办法》，还是合肥、
淮南的《条例》，其执行的效力和范围都受到很大
的局限性。”黄文莉认为，制定一部既符合我省实
际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地方性法规，对于有效预防
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发生，保障学生人身安全、维
护社会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建议出台条例 明确责任、赔偿
为此，黄文莉等代表建议省人大常委会制定

出台《省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和处理
条例》，从而明确责任、赔偿等核心问题。

“建议明确三个方面的主体责任，即学校和教
职工的责任，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责任、未成年学生
及其监护人责任；对事故发生的区域范围、处理程
序、解决途径及解决过程中发生的违法事件的处
置予以明确；明确学校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形、学校
免责情形、未成年学生及其监护人应当承担责任
的情形。”代表们建议，尤其要明确学生人身伤害
事故的赔偿原则和赔偿方式。“学生人身伤害事故
发生后，赔偿是一个焦点问题。征求保险专业人
士的意见，就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在理赔制度上做
出详细的规定，以确保快速理赔。”

1 月 20 日记者获悉，经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七次会议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审议，研究制
定《安徽省学生意外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已
经列入立法计划。

□精彩议案

学生在校园遭意外伤害，咋处理？
30余名人大代表建议立法明确责任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