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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

发挥网格员作用助推城市精细化管理
本报讯 近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刘涛赴淮南高新区三和镇实地督查基
层治理工作。

刘涛一行实地查看了弘湖社区、泉
山湖社区工作开展情况， 听取了网格员
作用发挥情况汇报。

刘涛指出，社区工作连接千家万户，
网格是社区治理的最小单元， 网格员的
工作与民生息息相关。 要加强网格员队
伍建设，选优配强网格员队伍；加大培训

力度，提升网格员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建强网格服务力量，夯实网格服务基础。
要推动网格员规范管理， 明确网格员的
工作职责，充分调动网格员积极性。要充
分发挥网格员作用， 全体网格员要增强
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温度，及时了解掌握
居民动态，帮助居民排忧解难，将网格化
服务管理做深、做精、做细、做实，让百姓
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
感更有保障。 （本报通讯员 黄星宇）

谢家集区首届“星空夜市”美食节开幕
本报讯 6 月 16 日晚，谢家集区首

届“星空夜市”美食节开幕式在淮南西商
农商城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沈斌，
副市长乌吉阿哈买提·吐尔逊，市政协副
主席周方勤出席活动。

当前， 夜间经济已成为都市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 是彰显城市特色与活力
的重要载体。谢家集区以本地化的“夜经
济”为抓手，推出首届“星空夜市”美食节
活动，旨在促进地方美食文化的传承，展
示当地的美食风情， 加快推进谢家集区

夜间经济发展，提升谢家集区城市品位，
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商、宜游”的美
好城市。

在为期一个月的美食节中， 谢家集
区将组织开展招商推介、 烧烤龙虾全羊
宴、农产品展销、潮玩夜市展销、儿童游
乐嘉年华、 机车巡展、 本地工业产品展
销、 区域招商引资项目推介及潮玩音乐
节、端午民俗主题活动、盛夏水果节、少
儿艺术表演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本报记者 苏 强）

我市“拥军医院”增至六家

本报讯 6 月 16 日上午，市双拥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授牌淮南济民医院为“拥军医院”。 同时，
田家庵区人武部与该院签订军地共建合
作协议， 田家庵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与该
院签订双拥共建合作协议。 据悉， 我市
“拥军医院”目前已增至 6 家，进一步巩
固了“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的
鲜明价值导向， 标志着我市社会化拥军
迈上一个新台阶。

据介绍， 淮南济民医院始终把拥军
优属、 关心关爱军人军属作为医院发展
的重要职责和根本任务。 该院相关优惠

政策显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
抚对象到医院就诊免收门诊挂号费、急
诊挂号费和专家门诊挂号费， 并安排专
人提供导诊、医疗、护理服务，设立专属
休息等待座椅等。 现役军人来院体检，拥
军体检套餐费用减免 35%；军属、退役军
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体检， 按选定套餐费
用减免 30%； 体检套餐外加项给予 7 折
优惠。 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
象住院时，医院提供拥军 VIP 病房。对荣
立一二三等功的退役军人、残疾军人，按
相关政策分别减免住院时个人自付的部
分费用。 此外，该院还将为军属、退役军
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进行义诊、慰问、健康
讲座等，为行动不便的军属、退役军人和
其他优抚对象提供预约上门医疗服务。

（本报记者 张昌涛）

我市举办首场
闵淮人力资源对接专场招聘会
本报讯 为全面贯彻落实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战略，加强闵淮两地人力资源供
需对接协作， 日前，“闵淮偕行 共促发
展”淮南市专场招聘会在吾悦广场召开。

此次闵淮用工对接招聘会，是闵淮两
地人社部门建立常态化人力资源供需对
接机制的首次合作，聚焦闵淮两地重点企
业用工需求，突出“多、广、新”特色，采取
“现场+直播”双渠道，组织近百家企业参
会，提供就业岗位 1700 余个，初步达成就
业意向 165 人，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为举办首场闵淮人力资源对接专场
招聘会，我市主动对接“七大”产业企业、
规上工业企业、大型国有企业，提供就业

岗位 1094 个。 闵行区通过摸排筛查，组
织了涉及化工、制造 、服务相关行业 40
家企业参会，提供就业岗位 642 个。 为保
障对接招聘效果，我市提前行动，通过线
上线下多渠道多形式广泛宣传， 让更多
求职者第一时间了解招聘信息， 营造浓
厚的招聘氛围。 同时， 招聘会还开通了
“现场+直播”双平台。

据了解， 我市将进一步加大与闵行
区的人力资源供需深度合作， 在搭建对
接平台、 用工信息共享等方面建立常态
化的对接机制，实现两地资源共享互补，
推动结对合作迈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鲁 松）

谢家集通用机场选址工作取得新进展
本报讯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全省通

用航空发展战略部署， 加快推进我市通
用机场布局建设 ， 6 月 15 日至 16 日 ，
我市组织召开谢家集通用机场选址报告
评审会。

会议听取了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关
于谢家集通用机场建设背景、 选址报告、
飞行程序、 飞机性能等相关情况的汇报，
征求收集了省、 市各相关部门的意见建
议。 通过专家组对项目设计成果的充分
论证， 认为谢家集通用机场何郢场址符
合 《通用机场建设规范》 等相关规范、

规划要求， 具备机场功能定位发展条件。
据了解， 根据 《安徽省通用机场布

局规划 （2019-2035 年）》， 谢家集通用
机场规划为 A1 类通用机场,主要用于公
共服务、 应急救援、 观光旅游、 飞行教
学、 航空运动、 医疗救助、 农林作业、
短途运输等。

此次评审会的顺利召开标志着谢家
集通用机场选址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进
展， 为下一阶段民航行业场址审查批复
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本报记者 张 鹏）

端午节的名称在所有传统节日中叫法最多

据统计 ， 端午节的名称在我国所
有传统节日中叫法最多 ，达二十多个 ，
如有龙舟节、重午节 、端阳节 、端五节 、

重五节 、当五汛 、天中节 、夏节 、艾节 、
上日 、五月节 、菖蒲节 、天医节 、草药
节 、浴兰节 、午日节 、地腊节 、正阳节 、
龙日节、粽子节 、五黄节 、诗人节 、躲午
节、解粽节 、端礼节 、五月初五 、五月当
午等等。

“六字”工作法推动搬迁群众稳定增收
本报记者 周莹莹 本报通讯员 熊文田

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开展以来，我市紧紧
围绕高质量推进搬迁群众高质量发展
总目标，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根
据新形势新任务，持续推动后续工作向
纵深发展，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逐步
能致富”。

近年来，毛集实验区灵活运用“六
字”工作法，将就业帮扶与乡村振兴深
度融合，通过信息摸排、技能培训、劳务
输出、岗位开发等系列措施，不断完善
行蓄洪区搬迁群众就业服务体系，帮助
搬迁劳动力就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底数摸清“谋”就业。充分利用乡村
振兴网格员开展“户户见”调查活动，全
覆盖全区行蓄洪区 2405 户 7945 位搬
迁群众， 准确摸清劳动力资源分布、流
动状况、就业情况以及就业需求，动态
建立劳动力就业信息台账。 同时，区级
成立专项指导组指导乡镇动态跟踪劳

动力就业、创业情况，把有劳动力零就
业家庭、有意愿未就业人员、无意愿未
就业人员三类群体列入重点关注对象，
结合行蓄洪区搬迁群众就业能力、就业
意愿 ，精准提供菜单式 “2+N”就业服
务，促进搬迁劳动力稳定就近就业和输
出就业。

强化培训“助”就业。区管委会建立
就业联席会议制度，通过“以需定培、以
产定培、以岗定培”的方式，不断提升搬
迁劳动力技能水平、就业素质和创业能
力。 同时将技能培训与地方特色相结
合，针对性地开展家政服务、徽菜烹饪、
水产畜禽养殖技术、中式烹调师等实用
技术培训。以“培训+就业”模式为导向，
提高失业、待业人员技能水平，拓宽就
业渠道，努力实现培训一人、就业一人、
增收一户的目标， 确保社会就业稳定。
2021 年以来累计培训 47 期，培训学员
1800 余人，实现就业 810 人。 2023 年，
计划开展技能培训 27 期， 目前已开展
9 期，预计参训学员 1500 人以上。

劳务输出“找”就业。不断强化与搬
迁群众和用工企业“双向联系”，积极对

接省会及劳动力需求较大的城市，掌握
企业用工需求，汇总缺工信息，整合岗
位资源。收集园区企业和安置点周边企
业用工信息，为企业、搬迁劳动力双方
搭建用工平台，开展“送岗位、送政策、
送服务”活动。 抢抓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的窗口期和黄金期，集中时间、集中
精力、集中力量开展有组织的农村劳动
力就业“大输送”活动。 2022 年以来，提
供就业服务 1.2 万人次以上，有组织进
行劳务输出可超 5000 人。

岗位开发“促”就业。 一手托住“留
得稳”，对不能走出去的弱劳动力，积极
运用扶贫资产收益，按照“按需设岗、以
岗定员、岗需互选”原则，积极开发农村
保洁、治安、护路、管水、扶残助残、养老
护理、林区管护、公共卫生、公共基础设
施维护等乡村公共服务类岗位，吸纳搬
迁弱劳动力就近就业 92 人。 一手推出
“走得好”，常态化对接上海、苏州、合肥
等发达城市，依托微信公众号、招聘网
站、线下活动等，宣传各类招聘信息，将
岗位信息第一时间送达有外出就业意
愿的劳动力，引导搬迁群众在长三角地

区就近就业，实现带动就业 300 余人。
广泛宣传“引”就业。 区人社部门、

乡村振兴部门充分发挥门户网站 、微
信、 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覆盖范围广、
传播速度快、信息留存度高的优势，强
化“互联网+”宣传，畅通宣传渠道 ，拓
宽就业渠道，使就业信息到户到人。 充
分发挥村干部、驻村干部、帮扶干部力
量，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群众家中，开展
“送政策 、送服务 、送岗位 ”活动 ，解答
群众提出的疑难困惑等就业创业咨
询， 围绕搬迁群众息息相关的技能培
训、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劳动维权、就业
创业优惠政策、预防诈骗等进行广泛宣
传。

动态监测“稳”就业。 落实搬迁劳动
力就业动态监测，构建起覆盖区、镇、村
三级的常态化跟踪机制，每月定期开展
搬迁劳动力就业动态监测，实时监测全
区脱贫人口就业动态。定期开展电话抽
查核查，确保有劳动力零就业家庭“动
态清零”。目前，全区搬迁家庭劳动力帮
扶再就业率 98.32%，全面实现有劳动力
家庭“一户一人”以上稳定就业目标。

稻田变“擂台” 技能“大比拼”
潘集区开展首届机插秧技能比武，推广普及机插秧技术

本报讯 近日， 潘集区五家合作社
组织机手在芦集城北村的田地里开展了
首届机械插秧技能比武，全区种植大户、
家庭农场主等齐聚一起切磋技艺。 比赛
现场，专家评委通过对株距、插秧深度、
邻间行距、插秧速度等多方面进行评定。

潘集区以机插秧比赛为抓手，全面
推进农机农技一体化深度融合，通过技
能比武，切实发挥劳动技能竞赛活动的
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全区水稻栽插规范

化、标准化、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从而
提高粮食产量，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第一次参加潘集区举办的机插秧
比赛，我感觉到很高兴。通过这次比赛，
我学到了不少东西，通过和机插秧手互
相交流，提高了我的机插秧技术。 ”参赛
选手金本启说。

此次比赛分为集中比赛和分组比
赛两种方式，要求参赛选手在最短时间
完成一定面积的水稻机插秧，且栽插的

秧苗不漏秧 、不缺秧 、不伤秧 ，靠行均
匀。 此次活动，旨在着力破解水稻生产
机械化薄弱环节，实现“有机可换”；着
力提高农机手作业技术能力，实现“有
人会用”； 着力提升农机化社会服务水
平，实现“有钱好赚”。

“我们组织了全区种植大户、家庭
农场主来参加， 将通过这次技能比武，
进一步推广普及机插秧技术，提升经营
主体机插秧技能，促进粮食生产节本增

效；宣传引导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
多种粮、种好粮，为中国饭碗多装‘潘集
粮’作出新的贡献。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
人告诉记者。

潘集区是全省 42 个粮食主产县区
之一，全年水稻播种面积 36万亩。全区现
有各类机插秧 230台，目前全区机插面积
达到 19.8万亩，大大加快了夏种进度。

（本报通讯员 石 坚
本报记者 张 静）

田地穿“新衣” 水稻插秧忙
本报记者 贾 静 本报通讯员 李义春 常开胜

“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
饭美，处处菱歌长。 ”连日来，凤台县杨
村镇抢抓农时，经历“雨口夺粮”之后，
又马不停蹄地开展机械化插秧工作。

在杨村镇店集村沿淝糯米专业合
作社，远远就能听到机器的隆隆声。 只
见一条长长的传送带从育秧田里延伸

出来，上面运送的是即将下田的水稻秧
苗，绿油油的秧盘被农户卷成圆柱状整
齐地码放在运秧车上。 车一装满，农户
便马不停蹄地将秧苗送往田间，进行机
械化插秧作业。 伴随着隆隆的机器声，
新农人驾驶插秧机身手敏捷地将一株
株秧苗插入田中，不一会儿，大地就披

上了一袭翠绿的“青衣”。
“‘手把青秧插满田’的景象一去不

复返了， 一台高速插秧机一天能栽 60
多亩地，插秧速度是过去的 4 倍多。 ”沿
淝糯米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宏斌说。

凤台县沿淝糯米专业合作社大力
推广水稻全程机械化作业，购置 8 台水

稻插秧机，服务面积 3000 余亩。 同时为
农户提供病虫害统防统治等菜单式服
务，让农户们提高种植效率，促进粮食
增产增收。

据了解，杨村镇今年水稻机插秧育
秧面积 300 余亩，可机械化插秧 3 万余
亩。

党建主题公园打造
党员教育新阵地

近日，我市首座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的党建主题公园在大通区正式落成，该区组织机关
党员在此开展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大通党建主题公园占地 10680 平方米，主要设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等 7 个板块 18 项 105 条思想内容，突出党建元素，融入学习特色，集思想教育、精神传承、生态保
护、城市休闲于一体，推动了党建阵地由室内向城市公共空间延伸、由党员向群众覆盖、由封闭向开放拓展。

本报记者 朱庆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