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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期间，市商务局支持各县区

园区、市汽车行业协会联合汽车销售
企业、成品油经营企业、保险公司等，
通过发放优惠券 、 赠送保养保险服
务、延长车辆保修期等措施 ，鼓励汽
车（包括新能源汽车 ）下乡及以旧换
新行动，促进汽车购买和服务消费。

“暖冬”惠民迎新年：餐
饮闹新春，舌尖更幸福

市餐饮烹饪协会向全市餐饮企
业发出 2023 年新春促消费保供应
“暖冬”惠民行动的倡议，希望餐饮企
业抓住春节这一旺销时机 ，结合 “新
徽菜·名徽厨”行动、“皖美好味道·百

县名小吃”活动，精心策划，开展不同
形式的让利促销活动，以实际行动引
导、吸引顾客进店堂食消费。

各餐饮名店、会员单位将通过电
商平台、微信抖音 、自营APP 等多种
线上营销渠道，推出幸福年夜饭打包
带回系列消费模式 ， 比如年夜饭礼
盒、年夜饭外卖配送、小欢喜套餐、大

团圆套餐、特色菜推荐 、派厨师入户
服务等方式，利用小年夜、除夕、初一
至初六、元宵节 、大正月等黄金时段
引流客源、刺激消费。 单项技能比赛、
好食材品鉴会、名厨闹春喜乐会等特
色活动也将择机举办，线上线下共同
发力，充分满足节日期间消费者的味
蕾，打造“舌尖上的幸福”。

“品质生活 徽动消费 暖购淮南”打造新春消费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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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学得好 ”质量要
求，持续提升老年教育办学
水平

“一张普通的红纸， 随着剪刀的
上下翻飞，纸屑纷纷落下 ，一番精雕
细琢后打开纸张 ， 一个活灵活现的
‘玉兔’形象，呈现在人们眼前。 ”这是
去年 9 月，记者在泉山街道安化社区
“剪纸迎中秋”活动现场看到的一幕。

“老师讲得仔细 ， 大家学得认
真。 ”安化社区居民徐凤英介绍，社区
邀请了安徽省剪纸艺术家周琴老师，
在老年教学点开办了剪纸学习班，教
大家掌握剪纸的基本概念、方法和技
巧，既丰富社区老年人的生活 ，也唤
起了大家对传统剪纸艺术的热爱。

安化社区邀请剪纸专家开展授
课，提升老年教学点办学质量 ，是基
层多方挖掘师资队伍、丰富老年特色
教育的一个生动写照。 “老有所学”行
动开展以来， 我市加大在教学队伍、
管理队伍、课程资源等方面的建设力
度 ， 确保老年学校办学水平全面提
升。 开展了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招聘

老年学校特设岗位工作人员，计划招
聘 46 人， 目前各县区均已完成招聘
任务。 同时，建立以退休教师为主体，
从“五老”队伍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中选聘教师为补充的老年教育教学
队伍， 打造专兼职教师动态师资库，
保持教师队伍稳定性 ，为全市 “老有
所学”师资提供有力保障。 谢家集区
印发《关于成立谢家集区老年教育师
资库的通知》, 对师资资源进行整合 ,
建立教师队伍信息库 , 入库老师近
400 名,并实行动态审定管理。

聚焦 “能落地 ”执行目
标，持续扩大“老有所学”辐
射面

时针拨回到去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16 日，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七十三周年、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淮南老年开放大学举办了 2022
年 “庆国庆·喜迎二十大” 书画作品
展，70 多幅书画作品充分展现了淮南
老年开放大学的学员的学习成果。

淮南老年开放大学去年 4 月揭
牌成立后，积极发挥自身教育资源和
信息技术资源的优势，不断延伸教学

点建设 ,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 ，提供教学资源 、技术支持 、教学
培训等 ，为全市 “老有所学 ”行动提
供了有力支持 。 揭牌成立淮南市老
年开放大学 ， 是我市强化老年教育
阵地建设务实之举 ，也是推动 “老有
所学”行动的强大助力。 “老有所学”
行动开展以来 ， 我市大力推进老年
学校标准化示范建设 ， 推动每个县
区建设 1 至 2 个老年学校示范点 ，
推进寿县 、凤台县 、田家庵区 、谢家
集区创建省级示范老年大学 ， 以点
带面 ， 提升基层老年学校办学质量
和水平 。 鼓励各老年学校发挥主观
能动性 ， 立足本地特色 ， 扩充老年
教育课程资源 ，探索打造了 “党建+
特色 ” “非遗+民俗 ” “智慧+实用 ”
等课程体系 ，开设了 “喜迎二十大 ，
初心在路上 ” 系列教育活动 ， 依托
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党性教育 ， 创设
了淮河大鼓书 、 狮子灯 、 马戏灯等
民俗课程 ， 开展 “识别假币和假冒
伪劣产品 ” “防诈骗 ” “智能手机使
用 ” 等实用课程 ， 丰富文化生活的
同时 ， 增强老年人自我服务能力 。
通过多种渠道宣传老有所学行动 ，

通过开展新媒体直播 、 拍摄老有所
学宣传片 、 向省市网站平台推送成
绩亮点等方式 ， 不断提高老有所学
行动的知晓度 、 参与度 。 强化督导
考核 ，对 2022 年各县区新增老年学
习人数、新办改建扩建老年学校数以
及面向高校毕业生老年学校特色岗
位任务数进行分解 ， 坚持一周一统
计、一月一调度 ，压实县区责任 。 同
时，通过县区间交叉检查 、市级随机
抽查等 ， 确保各项指标任务按时高
质量完成。

“2023 年，我市 ‘老有所学 ’行动
需新增老年学校 189 所，老年学校总
数要达到 585 所；参与老年学习总人
数达 13.8 万人（其中线下 9.4 万人，线
上 4.4 万人），年度新增 4.4 万人。 ”童
彤介绍，为此 ，我市将通过聚力老年
学校扩容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丰富
老年学习资源、 强化老年智能教育、
提升老年学校管理等多种措施，持续
推进、持续提升“老有所学 ”行动 ，进
一步缓解老年学校“一位难求”、学习
不便、基层薄弱等问题 ，更好实现老
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进一步
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扩容提质，让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多姿多彩

（上接一版）坚持创新为上， 大力推进体制、
机制、 科技、 管理创新， 着力强化战略支
撑。 坚持改革为纲，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
升合规管理能力，着力提升治理能力。 坚持
绿色为底，自觉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贯
穿生产经营全过程，着力保护生态环境。 坚
持勤学为径 ，围绕学以培元 、学以增智 、学
以致用、学以修身，着力培育学习文化。 坚

持作风为基， 强化靠实干立身、 凭实绩说
话、用实效检验的工作导向，着力营造务实
风气。 坚持民生为重，弘扬“勤俭、循理、顺
和，尚德、尚孝、尚书”的家文化理念， 着力
打造美丽矿区等十项工作， 探索新路、 争
先进位、 开创新局， 奋力谱写淮河能源高
质量转型发展新篇章。

（本报通讯员 孙仁强）

团结奋斗谋发展 凝心共赴新征程
———热烈祝贺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开幕

同心建言资政，同向凝聚共识。
今天， 政协第十三届安徽省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隆重开幕， 来自全省社
会各界的政协委员汇聚一堂、 共商
大计， 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
建真言、谋良策、出实招。 我们向大
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
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
四五”规划、落实中共安徽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精神的重要一年。 在
新年伊始召开此次大会， 是全省
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过去的五年极不寻常、 极不平
凡，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
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们迎来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 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
积极成果，意气风发地迈上了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全省上下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
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全面强
化“两个坚持”、全力实现“两个更
大”，实现了由“总量居中、人均靠
后”迈向“总量靠前、人均居中”的
跨越发展，能级之变、位势之变、创
新之变、风气之变前所未有，信心
满怀地谱写着现代化美好安徽建
设新篇章。

聚众智之光以成其明， 集众才
之能以成其兴。 过去的五年，在中共
安徽省委的坚强领导下， 十二届省
政协及其常委会衷心拥护“两个确
立”、忠诚践行“两个维护”，牢牢把
握新时代人民政协新方位新使命，
认真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扎实做
好履职各项工作， 思想政治引领实

现新提升、 助力高质量发展彰显新
作为、增进民生福祉作出新贡献、促
进团结联谊迈出新步伐、 专门协商
机构建设取得新成效。 特别是在
2022 年， 以迎接学习宣传贯彻中共
二十大为工作主线，找准“总书记有
号令、党中央有部署，安徽见行动”
的履职坐标，坚持“党委有声音、政
协有响应， 党委有部署、 政协有跟
进”，守正创新、接续奋斗，不断谋划
新思路、推出新举措、打造新载体、
形成新亮点， 书写了届满之年的精
彩答卷。

壮美的画卷，总是在砥砺前行、
接续奋斗中铺展。 未来五年，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
的关键时期， 也是我省奋力谱写现
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新篇章的关键时
期。 宏伟目标、艰巨任务，需要进一
步凝聚人心和共识， 需要汇聚更多
的智慧和力量。 我们期待并且相信，
全省各级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一定

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 肩负起时代赋予的
崇高使命， 把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二
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始终
聚焦中共安徽省委确立的新目标新
任务履职尽责， 深入践行全过程人
民民主，高质量开展协商议政，扎实
推进民主监督， 加强专门协商机构
制度化、 规范化、 程序化等功能建
设，深化省市县政协联动，不断凝聚
起江淮儿女“一起来想、一起来干”
的团结奋进力量。

凝心聚力，奋楫笃行。 我们诚挚
期望，与会的政协委员不忘初心，不
负重托，胸怀“国之大者”，心系“省
之大计”，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饱
满的精神状态，建管用之言、聚奋进
之力， 圆满完成大会预定的各项任
务， 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唱
响政协声音、彰显政协智慧、贡献政
协力量。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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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后，重点人群、重点机构、重点
场所仍然是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关键。

如何做好养老机构疫情防控？ 如何保障商超快递等重点行业平稳
运行？ 怎样进一步健全城乡社区疫情防控体系？ 1 月 11 日，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回应。

养老机构疫情防控应总体上严于社会面
全国有 4 万多个养老机构， 入住老年人 220 多万人， 其中多数高

龄、失能、有基础病。 老年人感染新冠病毒后，重症风险比较高。
如何实现养老机构“保健康、防重症”目标？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

长李邦华在发布会上介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日前印发《养老
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操作指南》。 根据指南要求，养老机构
的疫情防控总体上严于社会面。 一个地区的养老机构是封闭管理还是
有序开放管理， 需要由当地党委政府或联防联控机制结合当地实际情
况动态调整。

此外，李邦华还介绍，养老机构需每天做好至少两次健康监测和每
周两次核酸或抗原检测，如果养老机构自行联系核酸检测机构有困难，
地方联防联控机制要给予协调； 要落实养老机构老年人分类分级健康
服务，做到对重点老年人给予重点关注和老年人重症前期的“早识别”。

做好养老机构医药保障工作同样至关重要。 李邦华表示，要发挥定
点协议医疗机构等作用，储备相应的药物，通过远程或者上门巡诊诊疗
服务，做到感染老年人诊疗的“早干预”；要健全养老机构感染者的转运
机制和就医绿色通道，提高转诊效率。

确保邮政快递、商贸流通等行业平稳运行
近期，药品寄递是群众刚需。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边作栋

在发布会上介绍，为做好重要医疗物资邮件快件的寄递服务保障，国家
邮政局督促指导邮政快递企业对医疗物资邮件快件进行特殊标记、重
点保障以及优先投递。 同时，指导各地邮政管理部门对医疗物资邮件快
件申诉优先办理、快速处置。

“我们督促邮政快递企业对于配送的医疗物资邮件快件要进行动
态跟踪和专门监测。 ”边作栋说，如果在传递过程中丢失、损毁医疗物资
邮件快件，鼓励企业采取在目的地购买同类药品等方式解决用户急需。

边作栋还介绍，根据新阶段行业防控形势变化，取消进口国际邮件
快件“首站消毒”及生产作业闭环管理、从业人员定期核酸检测等要求，
同时优化操作环节，提升行业运行效率。

春节是消费旺季，商场超市等地客流量较大。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一
级巡视员耿洪洲表示，商务部制定了商场、超市、农贸（集贸）市场等新
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操作指南，指导行业做好防控工作，具体包括做好
员工自我健康监测、员工工作期间全程佩戴口罩等。

在加强环境卫生消毒方面，耿洪洲表示，商超、农贸（集贸）市场要
每日开窗通风 2-3 次， 商超要对公共用品和设施每日清洁消毒不少于
2 次，农贸（集贸）市场要对批发档口进行集中统一清洁消毒，摊位经营
者每日营业后要及时消毒。

耿洪洲还表示，鼓励顾客优先采用扫码付款方式结账，尽量减少人
员接触和排队时间。 鼓励线下与线上购物相结合，因地制宜开展即时零
售、网订店送等服务。

进一步健全城乡社区疫情防控体系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推动构建社区防疫工作共同体，把居民

群众有效组织动员起来至关重要。
在发布会上， 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一级巡视员李健

表示， 应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和村民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以及村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基础作用，细化村民小组长、居民小组长、楼门栋长以及网格员的责
任；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以及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完善社区
志愿服务制度，动员居民群众就近就便开展邻里互助等活动。

李健介绍，目前我国已有 90%以上的村委会和居委会建立了公共卫生委员会，接下来要
加快推进公共卫生委员会与其他机构一起有效协同发挥作用。

城乡社区工作者如何协助做好“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服务保障工作？
李健表示，城乡社区工作者要依托微信等渠道，与重点人群及其家人保持联络，对没有建

立网上联系的老年人等重点人群，采用“敲门行动”等方式，与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共同上门，了
解掌握这部分人群的身体情况和服务需求，为提供有针对性的健康服务打好基础。

“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主要集中在就医、用药以及疫苗接种这三个方面。 ”李健说，城乡社
区工作者要加强与家庭医生、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辖区药店、疫苗接种单位的对接，配合做好
在线问诊、就医送药、联系转诊、引导疫苗接种等工作。 同时还要注意组织邻里互助，设立“共
享药箱”，尽可能保障居民的用药需求。

人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 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员常昭瑞在发布会上就当前
是否还应规范佩戴口罩予以回应。

常昭瑞介绍，当前国内新冠疫情仍处于不同流行阶段，仍需继续强调做好个人防护，科学
规范佩戴口罩，尤其是在进入医院、商场、超市、室内会场、机场车站等环境密闭、人员密集的
公共场所，乘坐飞机、火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厢式电梯时应全程规范佩戴医用外科口罩
及以上级别口罩。

常昭瑞还表示，进入养老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脆弱人群集中场所时，出现发热、干咳、乏
力、咽痛等新冠感染相关症状时，近距离接触或者护理新冠感染者以及有新冠感染相关症状
人员时均应科学规范佩戴口罩。 另外，医务工作者，交通运输、商场、超市、餐饮旅游、快递、保
洁等从事公共服务以及密闭场所的工作人员也需规范佩戴口罩。

“在公共场所还需要继续保持社交距离、 咳嗽礼仪以及环境通风消毒、 清洁等防护措
施。”常昭瑞说。 （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 记者 高 蕾 谢希瑶 董博婷）

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1310万辆 呈高速增长态势
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记者

任沁沁）公安部 11 日发布最新统计，
2022 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17 亿
辆，其中汽车 3.19 亿辆；机动车驾驶
人达 5.02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4.64
亿人。 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1310
万辆，同比增长 67.13%，呈高速增长
态势。

截至 2022 年底， 全国机动车保
有量达 4.17 亿辆，2022 年全国新注册
登记机动车 3478 万辆， 新注册登记
汽车 2323 万辆。 汽车保有量达 3.19

亿辆，占机动车总量 76.59%，比 2021
年增加 1752 万辆，增长 5.81%。 摩托
车保有量达 8072 万辆， 占机动车总
量 19.38%。

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1310
万辆，占汽车总量的4.10%，扣除报废
注销量比 2021 年增加 526 万辆，增长
67.13%。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 1045
万辆， 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 79.78%。
2022 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
535 万辆， 占新注册登记汽车总量的
23.05%，与上年相比增加 240 万辆，增

长 81.48%。 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数
量从 2018 年的 107 万辆到 2022 年的
535 万辆，呈高速增长态势。

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 5.02 亿
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4.64 亿人，占驾驶
人总数 92.54%。 2022 年，全国新领证
驾驶人 2923 万人。 “轻型牵引挂车”准
驾车型（C6）驾驶人数量达 44 万人。

全国有 84 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
超过百万辆， 同比增加 5 个城市，39
个城市超 200 万辆，21 个城市超 300
万辆，其中北京、成都、重庆 、上海超

过 500 万辆 ，苏州 、郑州 、西安 、武汉
超过 400 万辆，深圳、东莞、天津等 13
个城市超过 300 万辆。

截至 2022 年底，全国公安交管部
门共办理机动车转让登记业务 3027
万笔。 其中，汽车转移登记业务 2869
万笔，占 94.80%。 近五年二手汽车转
让登记量超过新车注册登记量。 2022
年，全国网上办理补换领驾驶证行驶
证、发放临时号牌等业务 9616 万次，
与 2021 年 增 加 466 万 次 ， 增 长
5.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