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快发展“在线新经济”
培育壮大特色增长极

合肥需要一座高水平
三级甲等传染病专科医院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在线经济”与现代制

造、教育健康、流通出行等传统产业加速深度融合，

在保障人民生活、恢复经济社会活动方面发挥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例如，春节期间，叮咚买菜的平均日

活量是去年的 213.5%，新增用户增幅达 291.42%，

整体订单量增长约 80%；喜马拉雅打造的“空中小

学堂”带来诸多精品课程，今年一季度营收增长

32%；携程启动“BOSS 直播”，单场销售额从 1000

多万涨到2691万……

合肥市政协委员、致公党党员、安徽高梵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昆明认为，“在线经济”涉及

行业多、覆盖地域广、产业链条长、规模效应大、发

展速度快，作为一种“新增量”，有助于弥补疫情冲

击带来的“减量”。

吴昆明建议，合肥市应引导网络零售健康快速

发展，鼓励百货商场、连锁企业、专业市场等传统流

通企业依托线下资源优势开展线上业务，实现线上

线下资源互补和应用协同；进一步加强直播电商生

态圈、大数据中心、信息服务平台等建设和发展，加

强“在线经济”发展所需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建成集

基础服务设施、数据中心、数据分析、结果应用等一

系列要素于一体的产业集群，推动“在线经济”产业

规模效应充分释放。

此外，合肥市还可从行业、企业、城乡等多

个层面选择和培育一批“在线经济”发展样板。

例如，聚焦支持 100 家创新型头部企业和领军

企业发展，推出“100+”应用场景，集聚用户流

量，催化在线新经济发展，打造“100+”品牌产

品，推动新产品先行先试，加快创新产品市场化

和产业化，建设 100 家无人工厂、无人生产线、

无人车间，建设 10 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工业互

联网平台等，并且给予必要扶持，以点带面，形

成辐射带动作用。

合肥市政协第十四届三次会议开幕
会期压缩为3天 进会场须测温、亮码、戴口罩

星报讯（记者 祝亮） 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合肥市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于5月9日隆重开幕。按照会议

议程，大会共3天，包括听取和审议政协

第十四届合肥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听取和审议政协第十四届合肥市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二次会议以来提

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讨论合肥市

人民政府工作报告；讨论合肥市2019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0 年计划草案的报告；讨论合肥市

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0年预算草

案的报告；讨论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工

作报告；讨论合肥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举行大会发言；审议市政协十四届三

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报告；通报市政协

十四届二次会议以来优秀提案、提案承

办优秀单位及优秀个人考核情况；通报

2019年度市政协委员履职量化考核情

况；通过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决议。

据悉，鉴于本次全会因防疫工作要

求，采取封闭式管理，如有特殊情况确

需请假，须提前书面申请，经各组召集

人签字同意后交会风会纪督查组，由

会风会纪督查组报告大会秘书处领导

批准。对无故缺席大会和小组讨论的

人员，大会秘书处将进行书面通报。

参会人员佩戴一次性外科口罩进

入会场，并有序地进行“测体温+亮绿

码”，体温正常并且绿码者方可进入。

进入会场按指定区域间隔就座，入场后

不随意走动、不握手、不聚集、不合影。

会议期间，住地酒店实行封闭式管

理，参会人员不外出、不会客。进入酒

店需有序地进行“测体温+亮绿码”，体

温正常并且绿码者方可进入。

就餐点实行错峰就餐，参会人员凭

就餐券按规定时间有序进入餐厅，进入

餐厅应佩戴口罩并使用免洗手消毒液

清洗手部。就餐时，保持间隔距离，合

理控制就餐时间，就餐结束尽快离席。

记者还了解到，合肥市市政协十四

届二次会议以来，广大政协委员、政协

各参加单位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

群众关心的问题，提交提案672件。经

审查，立案 477 件，其中委员提案 434

件，集体提案 43 件，交 82 家承办单位

办理。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所有提案

均已办复。提案所提建议，采纳或列入

计划落实的 455 件，占 95.4%；因受条

件限制待研究解决的 19 件，占 4%；作

为工作参考的3件，占0.6%。

此外，24 件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

议以来优秀提案也已揭晓，内容涉及科

技创新、民营经济、文化旅游、均衡教

育、居民养犬等多个方面。

应对疫情，合肥政协委员有话说
在今年的合肥市政协第十四届三次会议上，科学化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无论是大会发

言，还是提案，委员们纷纷围绕疫情的相关话题建言献策，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 记者 祝亮

合肥市政协委员、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医

务部部长、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刘尚全表示，自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合肥市定点医疗机构

收治床位从104张增加到540张，最终实现了病

例清零，完成了“提两率、降两率”的工作目标。

但是，反思合肥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在医防结

合、平战结合，在医疗机构重大传染病防控和应

急救治上，仍然暴露出不少短板与不足。

主要包括医疗机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软硬

件条件薄弱，按现有全市人口规模，传染病床位

总量缺口大；各级综合医院感染学科建设重视

不够，传染性疾病的应急救治能力存在欠缺；疾

控部门对医疗机构的约束力不强，对医疗机构

传染病预防的工作要求落实不到位，存在发热

门诊不规范等。

刘尚全认为，作为省会城市，合肥在安徽医

疗资源相对充足。但与长三角或周边人口总

量、经济规模相似的省会城市相比，在千人医师

数、千人床位数、三甲医院和医疗综合实力上，

存在一定差距，制约了疾病预防控制和公共卫

生服务的发展。

为此，刘尚全建议合肥市支持传染病专科

医院建设。加强合作，依托科大和省立医院优

质科教和医疗资源，对传染病院资源整合、升级

改造，扩建成立一所集临床、教学、科研、预防于

一体的高水平三级甲等传染病专科医院和全省

重大传染病集中诊疗中心。建立和完善传染病

专科医院与各级综合医院间的协调应急体系，

建立传染病专科医院、三甲医院传染病优势学

科与各级医院的专业技术指导培训体系和机

制，加强传染病专科医院对各综合医院感染学

科建设的指导，提升各综合医院传染性疾病的

应急救治能力。

“复苏夜经济，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城市活力，

拉动城市消费，更能够提振市场信心，拉动市民

消费需求，在常态化抗疫下尤其迫切和重要。”合

肥市政协委员、合肥市工程技术学校高级讲师刘

宗祥说道。

但疫情期间，市民消费需求被抑制甚至“冻

结”，餐饮等生活服务行业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发

展困境。现在虽然生产生活秩序逐渐重新步入

正轨，但是复苏速度不快，人气不旺，市民担心

夜经济场所存在防疫安全隐患，大多“宅”在家

中选择非接触性服务。大多有序复工的门店，

销售收入下降。

刘宗祥建议，合肥市尽快出台有关提振夜

间经济消费信心、强力释放消费需求的具体措

施，重点聚焦破解政策瓶颈难题，通过有序放开

“外摆位”限制、加强夜间交通配套、增设夜间临

时停车场、简化大型活动审批等措施，推动夜间

消费再上新台阶。同时举办合肥夜生活节，围

绕开展“夜赏皖韵”“夜品徽味”“夜购名品”“夜

游庐州”“夜健美体”等主题活动，开放一批夜间

文化场馆，鼓励商场、餐厅、书店等推出购物不

眠夜、博物馆奇妙夜、酒吧节、集市节、深夜书店

周等特色活动。

同时，继续增大合肥市夜间文化旅游休闲

消费产品供给。比如，包公园和逍遥津公园具

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应该强力依托包公文

化、三国文化，融入到公园的景色布置、游园活

动当中，可以利用真人演出、灯光投影等，来呈现

包公廉政孝亲、张辽威震逍遥津等故事情景，打造

出主题夜游公园，使之形成特色产业文化。多方

面发掘省市两级博物馆、群艺馆、合肥非遗技艺

里面隐藏的“宝贝”，串联李鸿章故居、逍遥津公

园、明教寺、城隍庙、江淮大剧院等夜游景点。

推一批夜游景区
让合肥成为一座“不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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