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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建议

记者 王玉 赵莉 李皖婷

沈娟娟 俞宝强 祝亮采写

省人大代表彭芙蓉：

整合省市县三级黄梅戏剧团
作为基层黄梅戏剧团的代表，彭芙蓉看到，基层黄梅戏剧团具

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承担着满足基层群众文化需求的任务，“建

议加大对基层黄梅戏剧团的扶持力度，有利整合省市县三级黄梅

戏剧团，打好徽字牌，促进黄梅戏发展。”

省人大代表张丽：

校车安全要尽快立法
近年来，校车事故时有发生。张丽代表认为，校车安全要尽快

立法，保障学生的交通安全。

“除了校车安全，保障性住房、小摊贩小作坊食品安全等关系

民生、涉及面广、影响大的问题，也要尽快立法。”张丽建议。

省人大代表兰晓娥：

将部分烟酒税收调整为健康基金
“在中国一些重大的社会交往场合中，尤其是结婚、丧葬等场

合里，烟酒是必需品。”兰晓娥代表有一个想法，是否能将一部分烟

酒税收调整为健康促进基金，让税收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省人大代表韩国胜：

蚌埠、凤阳一体化发展
韩国胜代表告诉记者，现在蚌埠、凤阳两地同城化发展的趋势

在不断增强，但是行政区划经济格局错位，阻碍了两地经济发展。

韩国胜建议：“尽快启动行政区划调整，推进蚌埠、凤阳的一体

化发展。”

省政协委员王莉莉、章泽：

各地高职院校划归各市管辖
在职业教育中，目前有关政策力度不大。王莉莉、章泽等委员

建议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以市为单位进行职业资源整

合，将各地高职院校划归各个市管辖。

省政协委员陈定新：
少搞团拜 ，倡导信息化拜年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提倡一切

从简，新春佳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

当然也应当充分体现出节俭。”陈定

新委员建议，新春拜年应尽量少搞团

拜，节日期间领导干部相互之间也不

要串门“私拜”。

陈定新委员表示，今年过年他本

人将尽量减少外出社交活动，朋友之

间将尽量选用短信、电话、微博等信

息化手段拜年问候。

省政协委员芮必峰：
鞭炮少放点，放多了就扰民

谈及新春佳节这种传统节日中，

有哪些可以摒弃的不良风气，芮必峰

委员建议，大家可以少放点鞭炮，在

每年的大年三十、大年初一象征性地

放一些鞭炮即可，不必要每天都放，

制造城市噪音污染和环境污染，同

时，还可以减少事故发生率。

省政协委员陈媛：
春节聚餐避免舌尖上的浪费

“节约是一种美德，无论是聚餐

还是家里置办年货，都应当本着勤俭

节约的原则。”陈媛委员建议，在即将

到来的新春佳节期间，大家都能够做

到一切从简，聚餐时少点几道菜，吃

不完的饭菜打包回家。

省政协委员陈军：
过年，最关注的是安全、健康

每到过年，家家户户都要放鞭

炮，此外过年大吃大喝现象非常严

重，我最担心的就是安全、健康问题。

如果不放鞭炮，似乎过年缺少了

一些什么。不过放鞭炮一定要要选

择在空旷的地方，确保安全。同时，

过年吃饭也是这样，经常是吃了上

顿，接着下顿。出于对健康的考虑，

一定要适可而止，不能贪吃贪喝，否

则身体吃不消。

省政协委员陈育红：
过年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

如今，有人提出来，到外地过年，

或是采取旅游的方式过年，我觉得都

挺好。陈育红委员说，过年，其实无

所谓地点在哪里，只要一家人在一起

团聚，我认为就是最好的，最幸福

的。如果能够在看看别的地方过年

的习俗，我觉得那就是好上加好了。

省政协委员周天虹：
那些传统的东西不能丢

周天虹委员说，中国式的过年，

有许多传统，内涵丰富，孩子们在过

年中，也能学习到很多中国文化，对

孩子来说，也是一种文化传承，所以

传统的东西，不能丢弃。

蛇年春节
该这样过

代表委员建议：不搞团拜，倡导信息化拜年

1月24日上午，出席省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的省政协委员严真

友来到合肥市庐阳区杏花街道一城中村，将崭新的棉被、棉大衣和

食品送到流浪乞讨人员董朝良的手中。当日，严真友委员向合肥市

民政部门捐款4万元，购买400件棉被和400件棉大衣，通过合肥巿

民政部门将爱心捐赠及时转送到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手中，让其度过

一个温暖的冬天。 奉群 陈晨 记者 徐涛 文/图

蛇年春节的脚步一天天临近，随着省两会逐渐进入尾声，代
表委员们也在开会之余讨论起过年的话题。蛇年春节该怎么
过？有哪些规矩和俗套需要弃之，哪些又该传承发扬，看看代表
委员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省人大代表谢琼：
让老人感受儿孙绕膝的温暖

“平常因为工作繁忙或者其他原

因，很多子女不能经常陪在老人身边，

老人难免感觉寂寞和孤独。”谢琼代表

从事的是与老人有关的工作，所以她

希望通过本报呼吁，春节期间，尽量回

家，能让老人感觉儿孙绕膝的温暖。

现在有不少人都在饭店预订年

夜饭，谢琼认为，到饭店吃年夜饭难

免感觉有点奇怪，“还是在家里吃好，

有年味。”

省人大代表朱新尚：
农村老家人也可到城里过年

为什么一到春运就那么多人？是

因为很多打工者以及在外地打拼的人

都会选择在过年时回老家，从而造成

“一票难求”的现象。

朱新尚代表认为，现在过年毕竟

和以前不一样，城乡差距逐年减小，农

村老家人也可以来城里过年。这样一

方面缓解了交通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

让他们看看和平时不一样的风景。只

要一家人在一起，在哪里都是过年。

省人大代表徐莉：
把节日民俗列入中小学教材

一提到过年，很多人的脑子里就

只剩下“吃饺子”、“看春晚”。其实不

光是春节，我国的很多传统节日，都

只剩下“吃”了。

在徐莉代表看来，这不能不说是

一种遗憾，本应深植于民众心中的中

华传统节日文化正在不断消失。抢救

传统节日应该在教育、普及、宣传上下

功夫。徐莉建议，有关部门及专家可

以将有关节日民俗的精神内涵进行挖

掘、整理后，列入中小学教材，成为学

生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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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让老人感受儿孙绕膝的温暖

少搞一些团拜，倡导信息化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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