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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随地吐痰行为罚款
随地吐痰已成为国人顽疾，随时随地可看

到已经吐出来的痰和正在被吐的痰。合肥市政
协委员毛欣然对此行为深恶痛绝。

毛欣然告诉记者，经呼吸道传染的病至少
有近二十种，而且主要是通过飞沫进入呼吸道
感染上疾病，其中痰就是携带病原微生物的罪
魁祸首。空洞肺结核病患者，一毫升痰里含有
100万根到一亿根的结核病菌，这些致病菌存活
的时间非常长，很容易通过各种途径来传染给
他人。

为了所有市民的健康，毛欣然建议：在全市
倡议不要随地吐痰，并多在公共场所设垃圾桶，
让“包着痰的纸巾”有去处；对随地吐痰者，第一
口罚 10 元，第二口则罚 50 元，更多的罚 100
元。其真正目的是用惩罚来强迫大家养成这种
习惯；还可以让随地吐痰的人当义工，从维护市
容的工作中得以自省。 孙锐 记者 祝亮

《印象·刘三姐》
可以在巢湖复制

桂林的《印象·刘三姐》，丽江的《印象·丽
江》，杭州的《印象·西湖》，苏州的《四季周庄》，江
西井冈山的《井冈山》，新疆库木塔格沙漠的《印
象楼兰》……给到过这些地方的游客都留下了深
刻印象。合肥市政协委员吴娟认为，这样的大型
山水实景演出完全可以在巢湖之畔进行打造。

吴娟表示，八百里巢湖，烟波浩渺，帆影迷
离,湖光山色，如诗如画，似镶嵌在中华大地上的

“一面宝镜”，完全具备打造大型山水实景演出
的地域和水域优势。同时，秀美迷人的山光水
色更是孕育了灿烂而独具特色的湖区文化。

她建议将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巢湖》立
项，为环巢湖旅游注入崭新的艺术元素，将是合肥
市文化创意产业的新亮点。在地点选择方面，她
建议：龟山湿地公园依山傍水，且有较完备的基础
设施建设；滨湖湿地公园一带视野开阔，更有创意
空间。二者都具备很好的条件。孙锐 记者 祝亮

应出台政策
限制房屋转租牟利

随着合肥经济的发展，大量流动人口来到合
肥上班工作，也出现了大量以承租房屋所有权人
的房屋进行简单分隔装修，以出租给第三人的

“二手房东”。
合肥市政协委员龚英亮认为，二手房东的

存在，垄断了区域内的大量房源，使得需要租房
的上班族无法正常从房屋所有权人手中租到房
屋，还严重影响了住户的人身财产安全，违反了

《合肥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因此，龚英亮建议在保障承租人合法转租

权的前提下，严格限制以房屋转租为牟利手段
的二手房东的转租行为；实行房屋租赁登记备
案工作，以此维护房屋租赁市场的健康发展，降
低租房需求者的租房成本。 孙锐 记者 祝亮

不能过当使用考试的“指挥棒”

“初中体育的发展不能只靠中考体育加试推动，初
中体育教学最需要的还是教师对教学课堂的不断改革，
以及教师和学生的积极配合。教师是学生在课堂学习
过程中的引导者，为了更好地发展体育教学，教师就要
不断地更新和丰富教学内容，做到与时俱进。”

梁邦屏建议，例如可以将游戏教学引入课堂，创建
情境体育教学、小组学习、任务教学等。教师要积极地
和学生进行交流，只有在知道学生想法的情况下，教师
才可以更好地完善体育课堂教育。中考体育考试对初
中体育教学而言只是一味“调味剂”，不可以过多依赖。

逐步提高评分标准，不能失去考试意义

委员们在对日常体育课堂教学的调查了解发
现，许多体育教师为了片面追求体育中考的最终成
绩，从初一开始，就对学生长期进行体育中考的专
项训练，有的几乎可以说是达到了三年如一日。从

“应试”的角度来看，这种教学方法确实提高了学生的
专项运动成绩，收到了一定的教学效果。但是，仔细
分析后不难发现，这种教学方法其实是错误的，是某
些体育教育者走入了一个“应试”教育的误区，应及时纠正。

此外，为了能够起到督促学生加强体育运动、增强体质的作
用，委员们建议逐步提高评分标准。如果体育中考的标准定得太
低，也就失去了考试的意义。

可将体育考试分为日常和统考

委员们还建议合肥市的体育考试由统一考试和日常考核两
个部分组成，将50分的总分划分为：统一考试为30分，日常考核
为20分。具体设想为：

统一考试内容与项目可包括：长跑(男生 1000 米，女生 800

米)，游泳(男、女生均为200米)；50米跑、立定跳远、实心球、跳绳、
引体向上(男)、仰卧起坐(女)、游泳(25米)；垫上运动、单杠、双杠、
横箱分腿腾越；足球、篮球、排球。每位考生必须参加全部4类项
目的考试。可在上述各类项目中各选择一个自己擅长的项目作
为考试项目，项目一经选定后，不得更改。

日常考核由《体育与健身》学科考试成绩和《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综合评定结果两部分组成。其中《体育与健身》考试成
绩满分为10分(七、八年级各为3分、九年级为4分)，《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综合评定结果满分为 10 分(七、八年级各为3分、九

年级为4分)。

政协委员担忧体育中考变应试教育
多委员联名建议提高评分标准，将考试分为日常和统考

“体育被纳入中考考试科目十多年来，学校体育特别是体育课堂教学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为了
片面的提高学生的体育成绩，体育课上几乎就围绕那几个必考的项目展开教学，渐渐衍变成应试体育
……”在今年的合肥市两会上，梁邦屏、强翔、章敬敏、许红、张发清等多位市政协委员联名呼吁，还体育课
一个健康、快乐的环境。 孙锐 记者 祝亮

【现状】

初中体育课几乎成单纯应试训练课

委员们认为，中考体育考试对合肥市初中体育教
学的影响巨大。中考体育考试现在占据较为重要的地
位，而且因为伴随升学率等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
对体育教学起到了一些较为负面的影响。一些学校为
了提高升学率，要求体育教师根据中考体育加试的内容
对体育教学做出“考什么就教什么”的教学计划，这样的
教学不仅不利于学生素质水平的提高，反而会使教师的
教学水平和思想素质有所下降。

中考体育在逐渐沦为送分考试

“据调查，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大多数人都希望

体育中考得满分，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在其他考
试科目，绝不会有那么多的学生和家长都想考满分。”

“许多家长说：中考的体育分相当于‘白拿分’，任
何一个有希望考上好高中的孩子，不论平时运动水平和
体质如何，都不愿意在体育上轻易丢分。”

委员们认为体育既然是中考的科目，就应该和其
他考试科目一样，通过考试反映出考生的差距。“如果大
多数人都是考满分或拿高分，这样的考试还有什么意
义？”

“目前来看，体育中考与中小学国家体育课程标准
严重脱节，而这种‘应试体育’使学生的体育强化训练不
能或很少能遵循体育教学应有的规律，往往造成对学生
身心健康长期的损害。”

【建议】

委员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