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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3月9日下午，安徽代表团新闻

发言人，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史涤云向

媒体介绍了安徽代表团代表提出议案、建议的有关情况。

据悉，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安徽代表团代表认

真履行法定职责，向大会提交议案19件，并全部被列为立

法案处理，提出建议337件，其中代表团建议21件。

议案建议内容聚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紧贴人

民群众所思所想所盼，涵盖战略新兴产业、人工智能、新能

源、碳达峰碳中和、乡村振兴、环境保护、社会保障、教育医

疗等方面，案由明确、案据充分、方案具体。

特别是以代表团名义提出的21件建议，紧扣安徽需

求，统筹发展民生，契合政策导向，坚持延续创新，说好“安

徽话”，兼顾“覆盖面”，体现“牵动性”，既着眼全国大局、又

切合安徽实际，既十分必要，也完全可行。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

安徽代表团提交19件议案、提出337件建议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乡村教育不输城市。”全国人大代表

崔建梅说。2020年 9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印

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聚焦短板弱项，有针

对性地提出创新举措，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大背景下，实现乡村教师可持

续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实现公平而有质

量的乡村教育。“但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

求，乡村教师队伍还存在发展通道相对狭窄、

结构性缺员较为突出、职业吸引力不强等问

题。”崔建梅认为，必须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农村中小学存在规模过小、教育资源配

置不合理的问题。”对此，崔建梅建议，国家层

面制定乡村学校布局调整的总体方案，分步实

施，逐步到位。各地市在实施布局调整前，要

将调整方案向当地群众公示，充分听取社会各

界的意见，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认真做好

解释工作，并及时修改、完善方案，稳妥做好布

局调整工作，以优化资源配置。

师范生公费培养是我国全面深化新时代

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举措，农村公费定

向师范生培养，整体改善了乡村的师资力量，

深受乡村学校欢迎。崔建梅在调研中发现，

定向公费师范生的数量太少，完全不能满足

乡村教育的需要。“为了促进乡村教育的蓬勃

发展，建议制定符合我国乡村教育标准的公

费师范生培养机制，加大培养力度，提高培养

数量，政策进一步倾斜，让这支队伍更加充

盈，成为乡村教育的脊梁。”

针对很多乡村学校规模小、学生少的现

状，崔建梅还建议，创新乡村教师编制管理，

按照优于城市师生比的比例，通过统筹配置

和跨市县、跨学科等调整力度，调整乡村学校

编制，着力深化乡村教师管理改革，缓解乡村

学校人才短缺问题。与此同时，优先提高乡

村教师教龄津贴标准，优先保障乡村义务教

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

员；为长期在乡村工作的教师提供稳定性住

房，为到乡村工作的青年教师提供乡村青年

教师公寓；大幅提高乡村教师补贴。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近年来，民宿快

速发展，成为乡村旅游的新亮点。“2018年

12月，文化和旅游部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

见》指出，要充分利用农村土地、闲置宅基

地、闲置农房等资源，依托当地自然和文化

资源开发建设乡村民宿、养老等项目。

2020年7月，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乡村产

业发展规划（2020～2025 年）》，提出发展农

耕体验、健康养生等业态，建设乡村民宿和

休闲农庄等，满足城市居民消费需求。”对

于民宿这一新兴产业，全国人大代表姚顺

武认为，其发展前景广阔。在今年两会上，

他提出了关于支持民宿产业发展的建议。

为推动民宿产业规范健康发展，打通

难点痛点堵点，姚顺武认为，国家层面要进

一步加大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建议自然

资源部、农业农村部深入基层调研，鼓励地

方政府在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框架下，有

针对性地制定出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和宅基地三权分置管理方法，理顺农民、

投资方和村集体组织的交易关系。”

姚顺武建议，自然资源部加快国土空

间规划中生态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

发边界的划定，全面推行村庄规划编制，加

快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农用地基准地

价评估体系。

“建议加快民宿业管理条例、旅馆业治

安管理条例等立法进程，将民宿纳入旅馆

业管理，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制定民宿行

业管理专项办法，让民宿业主和监管部门

有章可循。”他还建议，相关部委出台民宿

产业发展相关配套政策，加强民宿发展规

划指引，推动民宿行业向体系化、个性化、

健康化方向发展。生态环境部指导地方出

台民宿行业环境保护管理意见，加大民宿

项目资金支持，完善环保基础设施，确保民

宿产业绿色、低碳、环保发展。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烂尾楼”是城市

内的一道伤疤，对城市形象有着不利的影

响。如何有效治理这些“伤疤”？全国人大

代表闪亚彬在今年两会上提出具体建议。

“‘烂尾楼’形成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

最常见的还是因为开发商资金链条断裂，

工程未完工，开发商却拿不出钱来了，银行

方面也不愿继续放贷，而项目又无法转让

给其他投资人，最终就成了人人避之不及

的‘烂尾楼’。”闪亚彬在调研中发现，对于

那些趴在城市中心的“烂尾楼”，地方政府

也做出了不少努力，但力度仍稍显不足。

“想要从根本上解决‘烂尾楼’问题，还

需由国家层面出台相应政策，形成自上而

下、层层监管的治理格局。”为此，闪亚彬建

议，成立由国土、住建、城管、司法和政府及

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烂尾楼”清理整治工

作组，形成由政府牵头，各相关职能部门齐

抓共管的格局，凝聚清理整治“烂尾楼”工

作合力。同时，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查，对各

地现存所有“烂尾楼”进行摸底排查、登记

造册，并组织相关部门及有关开发企业梳

理分析“烂尾楼”形成原因，以便整治工作

“对症下药”。

“建议政府及相关部门尽快制定和完善

‘烂尾楼’整治办法及工作方案，并加快清理

整治进度。”他还建议，将“烂尾楼”清理整治

进度纳入到考核地方政府的一项指标。

全国人大代表闪亚彬：

对各地现存“烂尾楼”进行摸底排查

全国人大代表崔建梅：

为长期在乡村工作的教师
提供稳定性住房

全国人大代表姚顺武：

推动民宿行业
向体系化、个性化、健康化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