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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充电设备可以架设在空中
在国家“发展电动汽车行动纲要”的带动下，全国各地都在

加大投入，为发展电动汽车建设充电桩设施。然而，汽车充电需
要停车位和几个小时的时间。如今合肥汽车保有量日新月异，
于是我们常见车主们在道路中、小区里无时无刻不在争夺着停
车位。“停车难”现象使建成的充电点难以“虚位以待”，也难以寻
找位置合适的充电点，同时，地面充电桩布置也占用着宝贵的停
车地。

因此，合肥市政协委员黄胜明建议合肥充电点按空间布
设，除划卡设施在地面外，充电设备和引线端架设空中，以方
便停车，提高充电设施效率。

“这个设想不需专门设计，从充电桩建设项目招标文件
提出要求就可，设备或施工企业一定能够满足的。同时，按此
设想可以大大降低充电点的地面条件要求，在现有的停车地
点选择增加充电设施。” 孙锐 记者 祝亮

合肥环城公园
可修建塑胶健身跑道

合肥环城公园，是在原围绕合肥老城一周的旧城墙基
础上修建成的多功能、开放式公园，全长8.7公里，占地137.6
公顷。环城公园犹如一串珍珠翡翠镶嵌而成的项链，风格迥
异、斑斓缤纷的景点鳞次栉比，逶迤绵延。合肥环城公园也是
市民健身锻炼的场所，但同时又是老城区的一个重要的交通
公路。

近年来，合肥市市民体育锻炼的需求日益高涨，特别是
“合肥马拉松赛跑”的兴起，极大地激发了市民户外长跑的兴
趣。因此，合肥市政协委员梁邦屏建议在合肥环城公园的人
行道路上修建一条小型的塑胶健身跑道。

“我的具体设想是：位置设在合肥环城公园内侧的人行
道路上，宽度为原人行道路的宽度。具体来说，可将合肥环城
公园内侧的人行道路再向内侧拓展，将原人行道路的盲道移
到内侧拓展处。据观察，这样做——实际只拓展 30 厘米，既
不影响原来盲道的使用，也基本上不影响原人行道边的各种
管线，不会增大建设成本；在向内侧拓展过的合肥环城公园内
侧的人行道路上修建一条小型的塑胶健身跑道！”

孙锐 记者 祝亮

政协委员呼吁：
中小学图书馆应向社会开放

“在对合肥市的中小学生的课外阅读调查中发现，90%
的学生希望能够在家的附近开展阅读活动，家长也希望能
让孩子就近、安全和有指导的阅读；而合肥市的公共图书馆
只有 3 家，均位于市中心，不住在中心市区的广大中小学生
在假期进行阅读的需求非常突出。”九三学社合肥市委的政
协委员希望中小学图书馆向社会开放，就能弥补图书馆不

足的问题。

合肥多数校园图书馆假期均谢客

九三学社合肥市委的政协委员调查发现，目前，合肥市
的各中小学校图书馆馆藏资源较为丰富，各校藏书基本上达
到数万册，且学校周边多居民点，中小学图书馆以其布局广、
贴近普通百姓的独特优势，可以作为公共图书馆的补充力量，
向社会开放，对提高合肥市市民文化素质、促进社会和谐与进
步，起到较大作用。

但遗憾的是合肥市中小学图书馆向社会开放的却极少，
即便有个别向社会开放，也多是走走形式，没有实质性的执
行。每到假期，中小学校门紧闭，学校宝贵的资源被闲置，住
在附近有阅读需求的居民和学生只能望书兴叹。

校园图书馆不敢开主要怕担责

据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包括：由于涉及安全问题
使各中小学校对图书馆向社会开放顾虑重重。图书馆向社会
开放期间，学生或社会人员一旦在校园内出现意外，学校无法
承担相关责任；各中小学图书馆大都一次性投入，周期性投入
相对较少，图书馆向社会开放带来的损耗难以弥补；各中小学
图书馆管理员一般由任课老师兼职，人手不足，图书馆开放相
应也增加了管理难度等。 孙锐 记者 祝亮

城管行政级别在各执法部门中最低
范恒碧表示，目前城管基层执法队伍级别设置普遍较低。市城管局所属的执

法队伍中，市城管督查支队仅为正科级，各区、开发区城管局所属执法队伍多为副科
级，街道城管办（中队）为股级,执法队伍多在街道或社区等一线基层。而同属市政

府组织部门的其他执法部门（如：环保、文化、安监等），执法队伍均为副处级，区、开发
区是副科或正科级；自 2010 年开始集中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以来，城管执法队
伍的工作内容从 7+X 增加到 11+X，执法队伍人数众多，行政级别却是各执法部门中
最低。

几乎没有上升空间，职业发展前景窄
据其介绍，目前，合肥市的城管执法队伍仍属于事业单位编制，相较于教师、医生等事业

单位，城管执法队员没有专业职称，没有中级、高级等职称认定。许多从事城管工作30年以
上的老队员，从入职到退休，虽然经历了众多岗位，担负起领导职责，但在行政级别上仍然
是一名普通队员。特别是在城管执法单位行政级别设置较低的情况下，普通城管队员的职
业发展，往往面临“僧多粥少”的局面，也直接导致“留不住人”。每年都有大量的执法队员
参加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考试，寻找更好的发展环境。

“例如，2009年合肥市招考的100名大学生城管队员，目前已有22人考录到其他政
府机关或事业单位，2013年招考的80名城管队员，在入职仅3个月就有12人离职。可以
说，目前基层城管队员的职业发展困境，已经成为城管队伍建设的最大困难。”

让各类执法机关执法人员轮岗交流
合肥市的城管执法队伍是在整合多个部门的执法队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自建成

以来，极少与其他执法队伍开展人员交流。许多优秀的执法队员，因为职业发展的需
要，不得不放弃执法资格，从事其他工作。从工作实际需要来看，城管执法又急需
环保、规划、园林等专业执法人员，这也客观上造成了城管执法队伍专业性不强，专
业素养难以提升。

范恒碧建议参考合肥市公务员轮岗的成功经验，定期开展各类执法机关
执法人员间的轮岗交流。将优秀的执法人才，提拔到合适的执法岗位；将环
保、安检、文化等专业类执法人才充实到城管队伍中。最大限度给广大城管执法
队员创造良好的职业发展空间，更好地提升城管执法队伍专业化水平。

“在目前的制度设计情况下，建议学习广州、西安等地的成功做法，设立类似
公安、司法部门的‘警衔制’，以工作年限、服务年限，学历、立功表现等为依据，进行

划分；或者比照其他事业单位实行职称评定，逐步拓宽城管队员职业发展空间
提升待遇。”

新招新招8080名城管名城管
33个月个月““跑跑””掉掉1212人人
政协委员感慨城管岗位职业前景窄政协委员感慨城管岗位职业前景窄、、留人难留人难

目前，合肥市在岗在编城管执

法队员812名，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已

达70%以上；其中大学生城管队员200

人左右，硕士研究生十几人。但是，因为长

期面临行政待遇低、职业发展前景狭窄等问题，基层城

管队伍面临着留不住人才、用不了人才的窘境。合肥市政协委员范

恒碧呼吁参考“警衔制”给城管队员一个职业发展空间。 孙锐记者祝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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