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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守护
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讯 今年以来， 凤台县以创
建“安徽省食品安全示范县”复审验收
为契机，以提升全县食品安全水平、保
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为目标，
强监管、查隐患、重服务、促发展，缔结
坚固的“舌尖利网”。

该县突出党政同责， 强化组织领
导， 将履行食品安全职责情况纳入党
委政府年度综合目标考核和对县管领
导班子、领导干部综合考核，将食品安
全法律法规纳入全县干部教育培训内
容，推动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目
前 ， 全县食品安全包保督导完成率
100%。 突出监管重点，强化闭环管理，
聚焦法律法规的宣贯落实， 推动乡镇
落实监管责任，在种植养殖环节，大力
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
加快推行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 今年
以来，有 65 家农产品生产企业开具合
格证 1247 张， 附带合格证上市产品

613 吨，推广网络餐饮“食安封签”，推
进学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
管理模式，覆盖率达 80%；突出行刑衔
接，强化严打重罚，健全食品监督抽检
与行政执法、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强
化部门联动协作，以种植养殖、食品生
产经营等为重点， 严惩食品安全违法
犯罪行为，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查
处食品类案件 260 件， 办理食品安全
投诉举报 431 件 ， 初查率 、 办结率
100%；突出能力建设，强化监管提升，
发挥食安办牵头抓总作用， 加强基层
“四员”队伍建设，将食品安全纳入基
层“网格化”管理，目前，全县共配备食
品安全“四员”551 人，培训基层执法
人员和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食品安全管
理员 372 人， 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活动
4 场，参加人数 530 人，发放宣传资料
6000 余份。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刘明勇）

引水灌溉抓田管
多措并举保安全

本报讯 近日 ， 寿县双庙集镇
针对晴热少雨现象 ，立足实际 ，统筹
谋划做好田间管理和安全生产工
作 。

该镇要求党员干部提高政治站
位， 严格执行灌溉保苗应急预案，全
力守牢粮食安全底线。 明确各村、各
单位工作职责，宣传动员组织村民开
展补水自救 ，通过抗旱井取水 、蓄水
塘抽水等方式及时补充 ； 组织志愿
者、网格员对水渠垃圾 、漂浮物开展
打捞、疏通作业 ，呼吁辖区村民节约
用水，形成工作合力。

镇水利站按照各村种植面积 、农
作物种类及生长情况合理分配水资
源 ， 扎实开展抽水设备检修 、 维护

保养工作 ， 保障生活生产用水需求
和有序供水 。 组织人大代表 、 党员
代表 、村民代表等开展督查工作 ，严
禁村民私自设坝 。 协调供电部门开
展电路隐患排查工作 ，保障迎河 、邢
铺等沿河村庄电灌站正常提水灌
溉 。

同时 ，组织农技站对水稻 、玉米
等农作物精准化开展田间管理工作，
指导村民合理施肥、适量药物防治虫
害。 组织安监办到蓄水塘、提灌站等
地开展防溺水督查，对未设置标识标
牌 、配齐救生圈 、救生竹竿的要求当
日整改，坚决防范溺水事故发生。

（本报记者 吴 巍
本报通讯员 余 涛 李 洋）

周茂溪周传典奖学基金
24年资助优秀学子 260余人
本报讯 日前， 凤台县周茂溪周

传典奖学基金会举行 2023 年奖、助学
活动座谈会，向 12 名优秀和家庭困难
学子颁发奖、助学金 31500 元。 这是周
茂溪、周传典奖学基金会第 24 年兑现
资助品学兼优及家庭困难的大学新
生，累计资助金额达 60 多万元。

周茂溪、 周传典奖学基金会设立
于 1999 年，由原国家冶金工业部副部
长周传典发起设立， 旨在支持凤台县
教育事业的发展，鼓励和资助青年学
子积极进取、发奋读书、健康成长，成
为国家建设有用之才。 周茂溪、周传

典奖学基金会自启动奖学 、 助学以
来，已有 260 多名品学兼优或家庭经
济困难考入国家重点大学的学生得
到奖励或资助，同时还救助了一些家
庭特别贫困的中小学生，并为家乡改
善教学设备和提高教学质量作出了积
极贡献。

近年来, 该基金会还为凤台县精
忠中学、杨村镇邱庙小学、朱马店镇中
心学校等购买了图书、 电化教学设备
等，总价值达 50 多万元。

（本报记者 贾 静
本报通讯员 常开胜 郑家伟）

智慧电厂建设驶入“快车道”
近日，中煤新集公司板集电厂（二期）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认真施工。 目前，

该智慧电厂建设全面进入施工高峰期，锅炉进行受热面安装、烟囱筒壁外壁施工
到顶，预计在 2024 年“迎峰度夏”前投产见效。 项目建成后，电厂总装机容量可达
332 万千瓦，能有效发挥火电兜底保障作用。

本报通讯员 代宜喜 陶志政 陈海朗 宋勇卫 摄

大通区坚持就业优先，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从“好就业”到“就好业”群众“饭碗”越端越稳
本报记者 朱庆磊

就业帮扶，“码”上行动。 近日，记者
走进大通区大通街道瀚城社区 “零工驿
站”，适逢驿站开设的抖音“小玲子直播
帮你找工作”正在直播，直播间里互动频
繁。“你扫码，我服务。每天下午 4 时准时
开播，市民扫码即可进入直播间，与主播
玲子进行在线交流。 ” “零工驿站”负责
人告诉记者，直播间有时会设在企业里，
线上宣传推介企业， 让求职者零距离了
解企业，增强就业意愿。

为帮助灵活就业人员好就业、 就好
业，2023 年大通区人社局将首个 “零工
驿站” 开进瀚城社区， 打通了就业服务
“最后一公里”。 “零工驿站”重点为灵活
就业人员、户外劳动者、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农民工等群体提供就业政策咨询、求
职登记、信息发布、培训报名等服务。 同
时，针对零工具有的“临时、零散、灵活”
特点，加大零工信息收集发布力度，提高
供需匹配效率， 促进求职者与用工单位
实时对接， 实现就业供需快速、 高效匹
配， 为用工单位和就业人员搭起便利的
桥梁。

就业是民生之本， 一头连着经济发

展，一头连着百姓福祉。 2023 年以来，大
通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稳就
业保就业决策部署，以稳就业、保民生为
重点，持续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兜底
线，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截
至 7 月底， 全区城镇新增就业 2159 人，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83%， 让更多求职
者端稳了“饭碗”。

深化多元化服务机制， 强化企业用
工服务。 大通区人社局加强企业用工服
务，建立用工、求职“两个清单”，及时、动
态掌握企业用工需求和求职者就业需
求， 通过公共招聘网等线上招聘平台和
“2+N”系列线下招聘活动，做好用工、求
职匹配衔接。 2023 年以来，已完成线上、
线下招聘会 183 场。创优“互联网+就业”
的工作思路，创新工作举措，采用直播形
式进行招聘宣传， 累计开展直播带岗 8
场。 “直播带岗”主播通过实镜展示企业
工作环境，介绍企业概况、招聘岗位、工
作内容以及福利待遇， 让求职者和企业
双方享受到更加精准的对接服务。

以社区服务为载体，助力群众“家门
口”就业。 大通区委托第三方开发“社区
快聘”小程序，引入“互联网+”智慧就业
模式，实现用工企业和求职者智能匹配。
大通瀚城社区、 远望社区等 6 个社区被
认定为安徽省 2022 年度“三公里”充分

就业社区。 2023 年，大通区人社局进一
步扩大了“三公里”就业圈覆盖范围，辖
区内 15 个社区全部纳入服务范围，经统
计，平台入驻企业 201 家，提供岗位 330
个，求职登记 998 人次，平台累计访问量
147464 人次。

加强各类岗位开发， 促进就业困难
群体就业。 大通区落实吸纳就业补贴和
社保补贴等政策， 鼓励广大用人单位扩
大对就业困难人员的吸纳， 对通过市场
渠道确实难以实现就业的劳动者， 合理
统筹公益性岗位给予安置， 让就业困难
群体端起就业的“饭碗”。 2023 年，大通
区开发公益性岗位 334 个， 安置城镇公
益性岗位 2 人， 安置乡村公益性岗位 4
人。

实施青年见习计划， 打通青年就业
“绿色通道”。 大通区支持企业认定就业
见习基地建设，积极开发见习岗位，吸纳
高校毕业生和 16 至 24 岁失业青年进行
3 至 12 个月的就业见习，发挥小微企业
吸纳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补贴政策的
激励作用，打出以见习促就业，以合作助
双赢的“组合拳”。 2023 年，共开发就业
见习基地 17 个，见习岗位 433 个，吸引
上岗见习人员 164 人， 发放小微企业吸
纳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补贴 3000 元。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提升求职者就

业技能。 大通区坚持把农村劳动力和城
镇登记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技能培
训放在突出位置，聚焦就业群体需求，开
展免费、定制技能培训，延长就业服务链
条， 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能
力， 提升人岗匹配度， 提增培训工作成
效，让更多劳动者掌握“一技之长”，以为
“立身之本”，从而“技高一筹”。加强实用
型人才培训，2023 年以来共举办就业包
括电工、焊工、中式烹调师等 11 个工种
技能培训 22 期，培训 1220 人，培训后取
得证书人数为 577 人； 开展新徽菜名徽
厨培训项目（上窑馓子）技能培训 1 期，
共 59 人，其中涉及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1530 人；帮扶指导 9 家企业按规定和程
序申报新录用人员岗前技能培训 16 期，
包括磨工、服装制作工、焊工营销员等 9
个工种，培训职工 532 人。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 民心工
程、 根基工程， 就业稳则民心安、 社会
稳。 ”大通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进一步深化就业促进工作， 加大就业创
业政策宣传力度，采取更加多元化措施，
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持
续开展全年就业招聘会， 促进返乡农民
工、退役士兵、高校毕业生、贫困劳动者
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实现更加充分更
高质量就业，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指尖监督”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
本报记者 苏 强 本报通讯员 廖星星 方丽丽

“杨岗村裴岗组池塘防溺水牌子掉色，破损严重，希
望政府及时处理。”近日，谢家集区孤堆回族乡杨岗村村
民在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上反映了防溺水警示
牌损坏未及时更换，存在溺水安全隐患的情况。

接到投诉后，谢家集区纪委监委立即联系杨岗村并
实地走访督办。 经现场了解，杨岗村裴岗组池塘水深 3
米左右， 塘边的防溺水警示牌因风吹日晒出现损坏，字
迹已经褪色，失去警示作用，目前正值暑期，存在溺水安
全隐患。 情况核实后，区纪委监委立即督促杨岗村马上
整改，更换警示牌并举一反三要求各村及时排查各自辖
区内水域警示牌及救生设施配置情况，出现老化破损的
要及时更换，要加强暑假期间各水域常态化管理，压实

工作责任，共同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
“我看家门口的水塘边警示牌坏了， 担心小孩子在

附近玩耍有危险，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在小微权力‘监
督一点通’平台上反映了这个问题，没想到第二天相关
部门就更换了新牌子，还有专人对我进行了回访，‘一点
通’平台真是便民又利民。”村民在平台上就反映事项办
理结果给出了办事效率高、非常满意的评价。

“楼上住户水管漏水， 我家房顶和卧室门框受潮变
形，墙面起皮脱落。 ”近日，谢家集区蔡家岗街道花溪社
区况女士在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反映了该
问题，并请求帮助解决。

接到投诉后，谢家集区纪委监委第一时间转交蔡家
岗街道纪工委，并督促花溪社区居委会立即组织社区工
作人员和网格员上门入户了解情况，并找到楼上漏水的
住户进行沟通，现场联系维修人员修理水管。 经过社区
居委会积极调解，楼上住户自愿赔偿况女士房顶、墙面

和家具维修等费用，双方达成和解。
“没想到会遇到楼上漏水这档子糟心事， 更没想到

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这么好用，糟心事变成
了暖心事，邻里关系也得到了缓和，应该给平台点个赞。”
况女士在区纪委监委回访时说道。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自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
通”平台上线以来，谢家集区纪委监委持续抓好平台宣
传推广、注册使用、信息公开、投诉办理等工作，让群众
用好监督“好帮手”，做到人人都当“监督员”，切实为群
众纾困解难。截至目前，平台总访问量 633 万余人次，信
息发布 46 万余条，用户注册量 10 万余人次，收到各类
群众投诉 80 件，均已办结，群众满意率 99.72%。

“下一步， 谢家集区纪委监委将持续加大平台宣传
推广力度，让监督无处不在，服务无‘微’不至，切实解决
好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 ”谢家集区纪委监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

共同谱写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本报讯 近日，2023 年全省水果高

质量发展论坛暨淮南市第八届葡萄展
评大赛在迎宾馆举行。 来自安徽农科
院、江苏农科院和江西农科院的专家为
水果种植户讲授了果树农药安全使用
与残留控制等实用技术 ，13 个地市选

送的 90 余家葡萄样品参加了展评。
据市林业局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市

现有水果种植面积达 9 万亩，特别是近
年来，我市采取政策激励、宣传发动、科
学规划、合作共建等有力措施，以新品
种、新技术、新模式和新装备为先导，着

力开展以葡萄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和成
果运用，成功引进阳光玫瑰葡萄在我市
栽培， 全市阳光玫瑰种植面积达 5000
亩，实现年产值 2 亿元以上。 此次全省
水果高质量发展论坛暨淮南市第八届
葡萄展评大赛的举办，旨在提高水果行

业市场竞争力，强化优质水果宣传推介
力度，互助提升，携手发展，努力让水果
产业成为林业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共
同谱写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本报记者 苏 强
实习生 刘羽佳）

13 个地市 70 家葡萄种植户携带精心培育的 20 个品种 90 余个样品从八方赶来，参加紧张又激烈的“葡萄王”角逐。 现场专家通过观察外形、称重、品尝等方式，交流讨
论，并进行打分。 本报记者 陈海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