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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提案提前探
今年的省两会上，政协委员、省政协各参

加单位将会关注些啥？他们会带来哪些好的

建言献策？本报今日起开辟“两会提案提前

探”专栏，让读者们先睹为快。

民建安徽省委欲在两会上呼吁

取消农业非农户口之分
进城务工农民子女面临着社会融入和社

会认同问题。民建安徽省委拟在省两会期间

递交提案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呼吁，希望改

变城市居民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歧视，为

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记者 祝亮

取消农业和非农户口之分

民建安徽省委提议，首先，可以考虑设立

一个过渡平台。城市郊区可考虑为外来务工

人员建立过渡性住房。在大中城市的郊区可

以以村委会或社区为基本单位，选择合适的

用地，为外来务工人员建立单独的生活居住

社区。

其次，就是推动户籍改革，改革可以选取

试点并逐渐向全国展开。目前，取消农业与非

农业户口之分的户口一元化改革已在很多省

市试点推行，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公办学校对孩子们要一视同仁

民建安徽省委建议，建立平等就读公办

学校的社会制度。市级政府应该简化公办学

校就读手续，区县级政府可以设立助学基金制

度，可以以慈善资助、财政补助或者其他形式，

建立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助学基金等。

此外，应推进城乡学生均衡编班措施的

实施。实施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寒暑假辅助教

学制度，重点进行学籍流转之后课程及知识

的衔接工作。

让他们病假期间获得公正的工资

民建安徽省委认为，外来务工人员在城

市中并不能获得城市居民在失业期间获得的

失业补助，政府各相关部门应当建立外来务

工人员的失业保险制度，为他们提供基本的

生活保障。

再就是建立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医疗保

障制度。相关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完善的医疗

保障制度，以保证外来务工人员在病假、产假

等休假期间获得公正的工资待遇，从而有效

地防止某些家庭陷入生活的困境。

省政协5年
征集提案4270件

星报讯（孔肖四 记者 祝亮） 合蚌高

铁、联想一期等一批大项目竣工，中新苏滁现

代产业园、郑蒲港新区建设如火如荼。江淮

大地正展现一幅动人的改革画卷，演绎一首

美丽的圆梦之曲。而这圆梦之曲中，可以清

晰地听见政协提案的音符。

记者昨日从省政协提案委获悉，5年来，

十届省政协共征集提案4270件，经审查立案

4353件，经85家承办单位认真办理，在推动

党和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促进安徽

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征途上，踏出厚重而坚

实的脚印。

两会前瞻

五个互动栏目传递民情民意
今日，本报热线畅谈、小QQ聊大事、

微博贴民意等五个“两会”互动栏目，继续

问政于您，征集读者的建言献策，广泛搜集

民间舆情。本报将把市民和网友的建议分

类整理后，一方面请相关部门给予回复，另

一方面转交给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让它们

有机会成为两会的议题。

【热线畅谈】

内容：市民可打电话说出自己的心

里话。

参与方式：拨 打 本 报“ 两 会 ”热 线

（0551-62610788），说出您最想说的话，以

及最关心的问题。

【小QQ聊大事】

内容：本报通过 QQ 征集广大读者的

建言献策，并把建议转交省人大代表、省政

协委员，并在两会上进行讨论。

参与方式：市民可添加“市场星报两会

建言”QQ（1240767164）参与讨论，留言提

交建议。

【微博贴民意】

内容：本报通过微博征集广大读者的

建言献策，并把建议转交省人大代表、省政

协委员，并在两会上进行讨论。

参与方式：市民可@市场星报，访问微

博http：//weibo.com/scxb参与讨论，并把您

自己的建议贴在微博留言板上。

【百姓点题记者采访】

内容：针对每一位读者最关注的问题，

最想从全省“两会”上了解的问题，在生活

中最理解不了的问题，本报“两会”报道组

记者，将专程为您采访与会的相关省人大

代表与省政协委员。对您提出的问题，记

者将为您“刨根问底”。

参与方式：请您将具体问题，发送电子

邮件，到本报“两会”报道组专用邮箱 ap-

ple7777@126.com留言，或登录市场星报官

方 网 站 —— 安 徽 财 经 网（www.ahcaijing.

com），在相关论坛，留下你的建议。记者

将带着您的问题采访相关权威专家，为您

答疑解惑。

【好议案提案您来评】

内容：为让广大读者每天及时了解到

与会代表和委员们提交的议案与提案情

况，从今日开始，本报每天选择刊登议案、

提案。

参与方式：如果您在看报时，觉得哪个

议案提案好，可以拨打电话0551-62610788，

来为这些议案提案作出评价。

对老百姓来说，收入增长就

是最实惠的民生工程。在过去5

年里，我省职工工资涨了多少？

未来5年，我们大概还会增收多

少？下面就让普通市民、权威数

据和政府主管部门来告诉您。

倾听：“我的5年”
从挤公交到家里有了两辆车

倪静是合肥市某高校的教师，丈夫汪

楠是一家IT企业的程序员。2007年时，两

人结婚成家。

“记得那时候，我的月薪大概在2000

元左右，老公大概在5000多。生活自然是

过得去，但上班成了我倆最大的难题，我的

学校当时在城东，他的单位在高新区科技

园。原本想安家安得‘折中’一些，但老城

区的房价是我们不敢去想的。后来在新站

区买了房子。结婚后，我们倆每天都要早

早起床，挤公交车上班。尤其是老公，每天

早晨天不亮就要出门，回来后都已是深

夜。也曾想过咬咬牙买辆车，但以当时的

收入来说，实在是力不从心。”倪静说。

2010年，他们的孩子诞生了，手头也

逐渐宽裕起来，于是决定买了一辆汽车。

“2010年，老公月薪已经有七八千了，我也

有四五千了，十万元左右的汽车对我们来

说大概就是一年多的积蓄。”

“后来，我们学校搬到了磨店职教城，

我上班也变远了，为了节省时间照顾年幼

的孩子，我们在去年又买了一辆车。此时，

全家大概平均月收入已接近两万元，养两

辆车基本感觉不出有什么负担了。”

对于未来的期盼，倪静表示，当然希望

收入能继续保持增长。

数字：5年之变
安徽职工月薪从1500元到3400元

安徽职工在过去5年中，工资收入究

竟增加了多少？省统计局、省人社厅提供

的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让大家一目了然。

据统计，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

工年平均工资：2006年全年为17949元；

2007年为22180元；2008年为26363元；

2009年为29658元；2010年为34341元；

2011年为40640元。

换算成月薪，大概是5年间，从1500元

增加到了3400元。可以说是，收入不但翻

了倍，还“带拐弯”。

省有关部门明确表示，过去5年，我省

职工工资收入较快增长。符合机关、企事

业单位不同特点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

步完善。

对话：主管部门说
未来5年让城乡居民收入倍增

市场星报：未来 5 年，我省有没有对居

民收入、职工工资制定具体的目标？

省人社厅：全面实施城乡居民收入倍

增规划，努力实现职工收入与经济发展同

步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

市场星报：我省在深化工资收入分配

制度改革，减少收入差距中，将会有何具体

举措？

省人社厅：我省将加强企业工资分配

宏观调控。按照市场机制调节、企业自主

分配、平等协商确定、政府监督指导的原

则，形成反映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关系和企

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机制和增长机制。

记者 祝亮

“我给省长捎句话”今日起开通
省两会召开在即，本报启动互动平台征集民意；电话、QQ、网站、微博、邮箱任您选

星报讯（星级记者 俞宝强） 2013年是

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

“建设美好安徽”的关键之年。2013年安徽

省“两会”召开在即，全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将带着众多的议案提案参会。即日起，本报

启动“市场星报直通两会”互动平台，开通“我

给省长捎句话”2013年安徽“两会”热线。

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您有什么心里

话向省长倾诉？您对今年的“两会”有

什么期望？您对安徽交通、教育、医

疗、物价、环保、社会保障等热点问题

有什么想法和建议？您对安徽未来几

年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您最关注

的热点问题是什么？

今日上午9时起，“我给省长捎句话”

热线电话将准时开通，您想向委员和代表

反映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星

报记者将带着市民的期盼、提问、建言，与

代表委员沟通探讨，并由相关代表、委员

在“两会”现场，带给省领导。

关于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将每天从中

选择一个市民关心的热点话题进行深入

报道。

经济更强大，文化更繁荣，社会更和谐，生态更优美，政治更进步。这是党的

十八大精神为“美好安徽”赋予的新内涵，亦是推进全面小康建设中，全体安徽人

的梦想。

为喜迎2013年省两会召开，本报今起推出特别策划——“民生策”。通过基层

群众视角，关注就业、收入、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社会福利等民生事业，全景解

读、揭示和呈现安徽5年来的民生、民富、民乐路径。

5年来，我省职工工资翻倍还“拐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