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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9日，记者从十三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安徽代表团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安徽代表团代表心怀“国之

大者”、心系皖之大事，向大会提出18

件议事原案、442件建议。

这些议案建议，对标中央决策部

署，适应安徽发展所需，符合人民群

众意愿。其中，所提议事原案均为

制定或修改完善有关法律方面的内

容，全部被大会列为议案处理。比

如，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出制定

政府绩效预算法、修改科学技术进

步法；围绕推动全面绿色转型，提出

制定碳中和促进法；围绕提升人民

生活品质，提出制定养老服务法、社

会救助法等等。

代表们提出的建议，紧扣把握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等要求，着眼更好实施“十

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加快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生态美的

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选题精，内

容实，质量高。

会议期间，代表们在审议审查各

项议题中也提出了许多高质量的意

见建议，得到了国家有关方面的重视

和吸纳。

■ 据《安徽日报》

星报讯（记者 祝亮） 全国政协

十三届四次会议于3月4日至10日

在京召开。会议期间，委员们以饱满

的政治热情、强烈的责任担当、良好

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紧扣大会主

题，紧跟议程节点，积极议政建言，讲

好安徽故事。

25名住皖委员共向大会提交提

案 65 件，立案 62 件，均比去年多 5

件；立案率95.38%，比去年提高0.38

个百分点，高于本次大会立案率近12

个百分点。其中，联名提案3件，为张

昌尔委员领衔提交，均立案；个人提

案62件，立案59件，其余3件转意见

和建议。

相较以往，本次大会提案呈现出

“四个创新高”“两个全覆盖”的特征，

即提案数量、立案数量、立案率、高于

大会立案率均再创新高，全体住皖委

员均提交提案、均有提案被立案，反

映出安徽提案工作水平的新提升，为

我省在国家层面赢得更多关注、争取

重点支持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提案内容看，体现了把握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时代要求，反映了加快建设

经济强、百姓富、生态美的新阶段现

代化美好安徽的实际需要，涉及国家

战略实施、科技创新、生态环保、乡村

振兴、社会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等诸

多方面，既有宏观思考，又有微观视

角。比如，围绕国家战略实施，提出

了加快推进长三角旅游市场和服务

一体化建设、构建长三角科技创新共

同体、建立执法司法办案一体化协作

机制、加大对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

展支持力度等提案；围绕创新驱动，

提出了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依托

大科学装置集群驱动产业创新、完善

关键技术攻关“揭榜挂帅”制度等提

案；围绕绿色发展，提出了支持安徽

生物基新材料产业发展、深化林长制

改革、建立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等

提案；围绕社会治理，提出了完善社

会救助体系、加强基层应急能力建

设、创新城乡社区治理、推动养老服

务高质量发展等提案。

另外，几件安徽省域特征明显的

提案，如成立安徽本土航空公司、巢

湖流域防洪综合治理、加强安徽中长

期电力供应保障、徽州古建筑保护利

用等提案，也被大会予以立案。

近年来，全国各地青少年自杀

事件时有发生，据北医儿童发展中

心数据，自杀原因排列中，学习压力

过重占第一位（45.5%），其次为早

恋（22.7%），父母离异（13.6%）。花

季少年如此夭折，触目惊心的数据

令人痛心。全国政协常委、安徽省

政协副主席李和平认为，导致这些

问题发生的原因，固然有学业高压

状态的客观原因，但青少年心理健

康问题也是最为关键的因素。

李和平留意到，早在2012年，

教育部就已印发《中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指导纲要》，提出“大中城市和

经济发达地区，要在普遍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

和深化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努力提

高质量和成效，建立成熟的心理健

康教育服务体系”，“时至今日，将心

理健康教育服务全面推广开来，建

立健全相关防护干预机制，已具备

相应的社会经济条件，且十分必要

和紧迫。”李和平说。

为此，李和平建议，在中小学

校中规范普及开展生命教育。学校

可在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中开设生

命教育专题课、选修课等，并将规范

授课严格落实到位；创设条件让学

生通过参观医院产房、殡仪馆、公

墓、听取审判等实践活动，引导孩子

对生命和法律的敬畏。

此外，建立健全校园心理监测

干预机制。“加快推广校园心理健康

教育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通过心

理健康管理平台为学生提供包括心

理健康、学习能力、环境适应等多方

面的实时监测，并可联结专业的社

会心理网站，提供专业测评。”李和

平提出，教育行政部门、财政部门应

在项目立项和经费保障上给予必要

的倾斜和支持，配备具有资质的心

理咨询辅导人员，可采取在相关专

业的教师中自行培养的形式，也可

采取向社会专业心理咨询机构购买

服务的形式，定期或不定期提供心

理疏导服务，对有不良心理倾向的

学生及时介入心理干预治疗，化解

危机。 ■ 记者 祝亮

全国政协常委李和平：

引导孩子
对生命和法律的敬畏

当前，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优化

养老服务供给、满足广大老年人核

心养老服务需求是摆在各级党委政

府面前的重要民生课题。

全国政协委员穆可发发现，近

年来，国务院多次出台养老服务发

展相关政策规划，中央部委持续联

合发布一系列配套文件；新一轮国

家机构改革，在民政部新成立了专

司养老服务发展工作的养老服务

司，民政部牵头的养老服务部际联

席会议业已建立；中央财政、中央预

算内投资项目等，持续加大对养老

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总体上看，

全国养老服务发展呈现出高位推

动、部门联动、资源叠加的良好发展

格局。”穆可发说。

在调研中，穆可发发现，我国是

人口大国，老年人口基数庞大、老年

人口占比逐年提高、进程加快，养老

服务需求不断加大，与之相对应的养

老服务供给仍然存在总量不足、质量

不优、供给不精准等问题；在推动养

老服务发展的具体工作中，也还存在

具体定位不明晰、工作机制不健全、

资源整合不到位等问题，需要在下一

步的发展进程中予以调整，进一步明

确定位、健全机制、融合资源，推动养

老服务健康有序发展。

对此，穆可发建议，统筹健全养

老服务发展工作机制。发挥民政部

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领导部门、养

老服务业发展牵头部门、养老服务

市场规则和标准制定和监管部门三

重作用。以民政部门为主，建立养

老服务发展协调推进机制，加强组

织领导，有序推进工作，避免造成多

部门多头管理、九龙治水、纷繁复杂

的局面。

此外，应加快国家《养老服务条

例》立法进程；同时，应对现行的各

类政策、资金、项目等资源进行统

合，制定一个指引今后很长一段时

期的养老服务领域纲领性文件，提

高文件的统筹力和时间跨度，围绕

纲领性文件，逐步细化配套政策，完

善标准规范，推动政策落实。

■ 记者 祝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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