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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于彩丽） 2月1日下午，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圆满完成预定的各项任务，在雄壮的国歌声

中胜利闭幕。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王清宪为安徽省人民政府省

长；选举魏晓明为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

任；选举白金明为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

长；选举汪莹纯、赵馨群、高莉、郭德成4位同志为安徽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陈武为安徽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大会表决通过了省十三届人大部分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人

选名单。

大会表决通过了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

的决议、关于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关于安徽省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1年计划的决议、关于安徽省2020年

预算执行情况和2021年预算的决议、关于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的决议、关于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星报讯（记者 于彩丽） 出席省十三届人大四次

会议的代表践行初心使命、恪守为民情怀，认真履行宪

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对关系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大问题，积极提出议案。记者从会上获悉，截至1月30

日上午10时，本次会议收到代表10人以上联名提出的

议案563件。563件议案中，预算方面11件、财经方面

170件、监察和司法方面21件、城建环资方面104件、

教科文卫方面96件、农业与农村方面88件、人事代表

选举方面3件、社会建设方面60件、综合类10件。

随着近几年医疗改革的推进，基层

医疗基础条件比过去有了很大改善，很

多地方都新盖了村卫生室，医保报销全

面联网，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看病就可以

享受医保报销政策。但在省人大代表

张春艳看来，乡村振兴仍需要进一步加

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乡村医生队

伍建设还面临编制制约、人员老龄化、

后备力量不足、待遇低等等问题。”安

徽省人大代表、宿州市埇桥区蕲县镇袁

小寨村总支书记张春艳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

张春艳指出，目前，乡村医生队伍

老龄化严重、工资待遇不高，人员流失

严重。调查中发现蕲县镇在编的29名

乡村医生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同

时，乡村医疗力量配备不足，在编和不

在编的村医加起来，平均一名乡村医生

至少需服务两千多名群众，压力很大。

张春艳建议应提高乡村医生待

遇，解决村医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问

题，彻底解决村医的后顾之忧。“可以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招聘医务人员

安排到乡村卫生室工作，补充到乡村医

生队伍中，强化乡村医生队伍力量。”

张春艳认为，政府应出台政策，为乡村

吸引和留住医疗人才，为基层医疗注入

新鲜血液，让愿在基层服务的青年医务

工作者全身心投入到基层医疗公共卫

生服务中去。

安徽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胜利闭幕
王清宪当选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

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收到代表联名提出的议案563件

省人大代表张春艳：
乡村振兴应加强
乡村医生队伍建设

在安徽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合肥代表团蔡敬民

等15名代表提出了《关于扩大我省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的议案》，建议安徽大学扩建一个新校区，扩大集成电路、生

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本科生招生规模。

“安徽是科技创新的策源地，高校要把创新和产业发

展结合起来。”省人大代表、安徽大学党委书记蔡敬民称，

与长三角相关地区相比，安徽的“双一流”大学数量较

少。“江苏有15所、上海有14所、浙江有 3 所，浙江大学

的办学规模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安徽的孩子想要上

‘双一流’大学的机会相对很小，培养高端人才的机会也比

较少。”蔡敬民建议，我省要加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加强在高等教育建设方面的谋划。

针对安徽高等教育资源的现状，蔡敬民等15名安徽

省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扩大我省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的议案》，建议安徽大学扩建一个新校区，大幅扩大集成电

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本科生招

生规模。蔡敬民表示，作为安徽省属高等学校的领头雁，

安徽大学将主动服务安徽的经济建设，通过学科专业结构

调整，培养一批能够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人

才。“我们可以在本身学校生源基础上，建设一批与战略性

新兴产业、未来技术密切相关的学科，迅速聚集人才，形成

学校新的发展方向。”蔡敬民透露，安徽大学计划建设一所

“未来学院”，重点建设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互

联网、大数据、大健康、国际金融等学科。

■本版稿件由记者 于彩丽采写

“建设连接阜南境内淮河两岸的跨淮河特大

桥，是阜阳市和河南固始、淮滨等县沿岸人民渴望

已久、期盼多年的美好夙愿，也是推进人文交流、

实施淮河经济带发展战略、促进深度贫困地区固

脱贫、促振兴的现实需要。”在今年的安徽省两会

上，省人大代表、阜南县委书记崔黎建议，帮助推

进阜南县两座淮河特大桥及接线工程前期工作，

解决建设资金问题。

据了解，淮河流经安徽省10个市县，阜南县

位于上中游结合部北岸，是“千里淮河第一闸”王

家坝闸所在地，“王家坝精神”发源地，与河南省固

始、淮滨两县隔河相望。

目前，淮河下游的9个市县共建跨淮河通道

近30处，而阜南至今无1处跨淮河通道。崔黎介

绍道，“长期以来，阜南县与固始县、淮滨县仅能依

靠16个渡口进行人员物资交流。这不仅限制了两

岸人民的交流往来和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较为

突出的渡运安全隐患。”

2019年安徽、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发函联合共

建两座淮河特大桥及接线工程，即阜南县政府负

责实施S238王家坝淮河特大桥及接线工程，固始

县政府负责实施S252曹集淮河特大桥及接线工

程。“项目建成后，固始、淮滨至阜阳路程由原来的

4小时缩将减至1.5小时。”崔黎说。“但目前项目

推动缓慢，且地方资金缺口较大。”崔黎建议，协调

推进省级层面项目“二合一方案”、基本农田超

50%论证、生态红线不可避让等工作，尽快完成项

目的可行性研究审批工作。此外，两座淮河特大

桥及接线工程共需投资约39.6亿元，希望省政府

能帮助解决工程建设所需资金、以及贷款或融资

等问题。

省人大代表蔡敬民等：
建议安徽大学
扩建一个新校区

省人大代表崔黎：
推进跨省大桥建设
让“阜固”不再隔河相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