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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秦缘） 1月13日上午，在圆满完

成各项议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五届合

肥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据统计，截至1月11日12时，本次大会共收到

提案554件。根据《政协合肥市委员会提案工作条

例》有关规定，经审查，立案455件，其中，委员提案

389件、集体提案66件，转为意见和建议99件。在

立案的提案中，经济建设方面提案161件，占总数的

35.4%；政治建设方面提案31件，占6.8%；文化建设

方面提案27件，占5.9%；社会建设方面提案210件，

占46.2%；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案26件，占5.7%。

据悉，大会闭幕后，提案将送交承办单位办

理。本次大会提案截止日期以后收到的提案，审

查立案后将作为闭会期间的提案及时交承办单位

办理。

合肥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闭幕

合肥市政协委员马修三：

急救知识进课堂应形成制度化长效机制
星报讯（记者 秦缘） 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意外的突发

事件，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急救术，处理不好可能

会给人们的身体造成伤害，严重者甚至死亡。合肥市政协委员马修三认

为，急救知识进入课堂，让学生进行急救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应形成制

度化的长效机制，让急救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进校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

喻的。

马修三表示，在学校开展急救教育，将急救知识纳入义务教育必修

课程，一旦遇到灾害险情，学生不仅能够懂得自救，还能利用自己所学帮

助家人，甚至如果有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就能够及时伸出援手，能够推动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的形成。

为了将青少年急救教育行动计划落到实处，让更多学生认识到急救

知识的重要性，使学生能够真正掌握急救技能，马修三提出应该做好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校普及急救知识。学校要设置急救专项课程，主要向学生

讲解急救常识、正确拨打120、人工呼吸、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校

园意外伤害救护、灾害与突发事件逃生避险等。学校也要根据经费情况

采购急救箱、AED等应急救护设备。同时结合学生特点开展实践训练，

理论结合实践，加强演练操作，让学生更好地掌握急救知识。

第二，媒体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电视、报纸、微信公众号和短视

频平台等媒体等，创新宣传方式，不仅针对学生，更要对社会公众开展急

救常识宣传，让全社会增强安全意识，掌握急救技能。让大家在遇见突

发的公共卫生、公共安全事件等紧急情况时能够保持清醒头脑，及时采

取正确的救护措施，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从而提高全民的互助

互救意识和能力。

第三，教育主管部门加大监管力度。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相应的激励

和监管措施，对开展急救教育的学校定期督查，并要求学校定期上报急

救教育落实情况，避免出现

学校出现表面化、走过

场的情况。

通过全社会的通

力合作，开展系统专业

的急救教育，正确

地自救和救助他

人，共同推进急

救知识普及

教育，为生命

撑起坚实的

“安全伞”。

合肥市政协委员王乙：

规范城市公园命名提升城市形象和软实力
星报讯（记者 秦缘） 城市公园是公益性基础设施，是城市的窗户和亮点。

同时，公园也是城市的文化符号，反映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和精神面貌，在某种

程度上也体现了一个城市的形象和软实力。随着合肥城市建设加速发展，一个

个城市公园相继建成，市民有了“出门见绿”的新体验。但公园命名大多缺乏文

化独特性和多样性，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难以体现“大湖名城 创

新高地”的文化品位。

合肥市政协委员王乙认为，文化是城市发展的根脉和灵魂，公园是文化的重

要载体，推进合肥市规范城市公园命名，突出公园文化内涵势在必行。针对现

状，王乙建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开展专题调研，针对城市主题公园命名的合

理性征求群众意见，在意见收集基础上，组织相关专家和文化学者论证，酝酿出

一批新的城市主题公园名称；并对拟用的城市公园名称通过传统媒体、现代融媒

体，宣传阐释，以强化市民认同感，提高城市公园名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合肥市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兼具皖北中原文化和皖南皖江文化特点。自古

以来，中原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和巢湖文化在合肥大地交融辉映，积淀传承，

形成了独具特色地域文化。王乙建议，将合肥文化地标、传说、历史演义等内容，

优先考虑纳入城市公园命名和进入公园的主题内涵；建议城市公园命名充分体

现浓郁的地方特色，将本地的特色、品牌、人物故事、科技成就、精神面貌等元素

加上现代科技手段融入进去，综合考量、整体布局。

此外，王乙还建议，要把城市公园命名与旅游产业、保护传统文化紧密结

合起来，突出旅游产业特色，彰显传统文化魅力。建议对所有使用的城市公园

名称，在公园入口或公园重要地段，有一个详尽、完整的历史源流与文化内涵

的说明，进行文化诠释。另外，建议题名匾额、楹联、绘画、书法等美术形式，以

及诗词、歌赋、散文、戏曲等文学艺术形式，也应巧妙地融入城市公园的命名或

主题文化。

王乙表示，在合肥的城市公园命

名中，还可以借鉴发达地区经验，让青

山绿水融入城市，让人文风

情植入建筑。建议合肥城

市公园在增进情感联系中，

体现合肥“科技”“创新”“庐

剧”等元素，在潜移默化中

陶冶人们的情操，让公园文

化建设不仅是重大文化惠

民工程，也进一步提升城市

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形象，让

高品质、高水准的公园文化

成为合肥城市的新亮点、新

名片。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作为一名基层工作

者，合肥市人大代表孙涛格外关注今年合肥市政

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增进民生福祉的内容，“不论

是上学、找工作，还是看病、养老，这份报告里都

有提到，我们老百姓的家长里短都成了政府挂在

心上的头等大事”。

“从一名普通百姓的角度来看，近几年，合肥

已经在打造幸福之城的路上办了许多实事。”孙

涛说，比如治理杨絮、延长路边免费停车时长、就

近入学等，都切实地解决了百姓关心的问题。尤

其是去年长江东路完成升级改造，显著改善了市

民的出行条件和居住环境。“希望今后政府能够

继续贴近群众，聆听民心，让百姓更加幸福。”

对于报告中提到的“提高基层养老服务水

平”，孙涛认为，不仅要培育壮大专业化品牌化养

老服务机构，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

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另外还可以加大科技

的投入，让老人们真正享受到科技创新带来的红

利，在“智慧养老”中体验到个性化、定制化的养

老服务。

合肥市人大代表孙涛：

加大投入，让老人真正享受到科技创新带来的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