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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三高”
提升法律援助质效满足百姓需求

本报讯 市法律援助中心围绕百姓
需求，坚持高效率、高要求 、高质量 “三
高”建设，紧盯法律援助工作质效，更好
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法律服
务需求。

坚持“高效率”，提升援助便捷度。设
置法律咨询窗口、人民调解室、私密接待
室等，为来访人员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
助服务。 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为老弱病残
孕等特殊人群开启绿色通道，优先受理审
核，简化援助程序。 针对符合援助条件但
身体不便的申请人， 及时提供上门办理，
服务及时专业。全市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
3658 件，提供法律援助咨询两万余人次。

坚持“高要求”，提升援助信赖度。完
善窗口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实行“一站

式”援助服务，让群众“最多跑一次”。 定
期通报援助律师办案情况， 对承办案件
优秀率高、 服务满意率高的援助律师予
以表彰并优先推优。 建立案件差异化补
贴机制，将补贴标准与办案质量相挂钩，
激发法律援助律师积极性、责任心，不断
提高法律援助案件优良率。

坚持“高质量”，提升援助满意度。围
绕援助质量这一工作中心， 综合运用旁
听庭审、征询办案机关意见建议、受援人
回访等措施加强案件质量监管， 开展法
律援助案件质量评审工作会， 不断提升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 加强法律援助队伍
的专业化建设， 组织开展法律援助业务
培训班， 全面提升法律援助人员业务能
力和服务水平。 （本报记者 贾 静）

寿春城遗址
新发现城墙遗迹专家论证会举行

本报讯 近日， 寿春城遗址新发现
城墙遗迹专家论证会举行， 寿县政协邀
请来自省内外的有关专家参加会议。

近年来，寿县县委、县政府全面加强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 严格履行寿春
城遗址地下文物埋藏区拟建设项目文物
前置审批程序。 寿春城遗址获批立项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以来，在省、市文物主管部
门的指导下，围绕《安徽省寿县寿春城遗
址总体保护规划》 确定的工作内容和任
务，持续开展居民搬迁、土地征用、环境整
治、项目建设等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

寿春城遗址新发现城墙遗迹位于寿
县古城南略偏西，大致呈斜角长方形，推
测可能是楚国晚期寿春城遗址的一处重
要的贵族居住区域。 此次勘探和发掘确
认的夯土墙基， 在年代和地望上均与寿
春城遗址相符， 对寿春城遗址城垣问题
的探索乃至最终解决提供了重要线索，
对以后寿春城遗址发掘、研究、保护和利
用具有重要意义，对寿县新城区规划、寿
春城遗址规划和建设提供重要的考古依
据。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龙 军）

绿水青山带笑颜 阳光文明伴花香
本报记者 刘银昌

“十一”假期，市文旅部门和文明办
推出了一系列措施，结合创城工作，呼吁
市民文明出行，文明旅游。

随着我市创城工作不断深入，市民文
明意识和素养在不断提高。舜耕山风景区
被誉为淮南的“城市会客厅”，假日期间，记
者沿着环山公路一路游来， 看到了许多可
喜变化， 在淮南联合大学和淮南师范学院
南侧的舜耕山西部环山公路上，游人如织，
游客们都手提垃圾袋，自觉地把果皮壳、饮
料瓶、瓜子皮放在塑料袋中带走，环山公路

路面洁净。在泉山湖冬泳基地，冬泳爱好者
主动向游人提供垃圾袋，并收集转运。“景区
环境靠大家维护， 我每天都收集两大袋垃
圾。”前来冬泳的班俊才告诉记者。

记者在寿县采访时， 看到寿县古城
墙上、宾阳门、报恩寺街、清真寺、淝水之
战古战场，游人如织，游客井然有序，环
境卫生干净整洁， 地上见不到烟头、纸
屑，做到了垃圾不落地。

安庆市民王先生带着家人驱车前来
游玩， 他告诉记者：“我们很早就想来看
看寿县古城，这次参观后，感觉果然名不
虚传。让我感慨的是，这里的环境卫生保
洁做得如此到位，难能可贵，淮南的创城
工作确实深入人心。”

不文明出游行为破坏美丽风景

本报讯 中秋、国庆期间，我市各公
园广场等旅游景点热闹非凡，市民、游客
络绎不绝，充分享受美好的假期。 然而，
还是有些不文明旅游行为发生在我们身
边， 给其他出行游客带来不愉快的出游
体验。

淮河公园内绿树成荫、草坪开阔，众
多游人前来嬉戏玩耍、拉帐篷“驻扎”，充
分感受秋天带来的满满惬意。游园或“露
营”结束后，大部分游人会自觉将产生的
垃圾清理带走，但也有少数游人在草坪、
树木间遗留下食品包装袋、烟盒等垃圾，
大大破坏了公园环境的整洁。同时，公园
的池塘边还有少量市民正在钓鱼， 全然

不顾池边随处可见的 “禁止垂钓” 提示
牌。

龙湖景区内“禁止吸烟”提示语随处
可见， 景区也在休息点设置了灭烟柱和
垃圾桶，但仍有一些游客选择了无视，随
意吸烟、随地丢下烟头或烟盒。该景区设
置了大量禁犬提醒标识， 但仍有一些市
民从景区小门携带犬只入园， 对景区环
境造成了破坏， 也对其他游人的安全构
成威胁。

文明贵在点滴积累，只有文明出游，
才能更好地享受闲逸时光 。 “游人在出
游中的个人行 为不仅代表 着 个 人 形
象 ，更关乎城市的文明程度 ，希望广大
市民进一步规范出游行为 ， 以实际行
动呵护身边的美景。”市民陈先生说道。

（本报记者 吴 巍）

专项检查保障校园食品安全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学校师生食

品安全的意识， 保障学校食品安全，日
前， 凤台县丁集镇聚焦学校食堂开展了
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此次检查，丁集镇组织镇纪委、食安
办、中心校、市场监督所、卫生院等部门
成立专项检查组， 对全镇范围内 1 所中
学、2 所小学、5 所幼儿园等 8 个设有食
堂的场所，重点围绕安全管理体系、登记
台账、产品质量、保质期限、环境卫生、食
品标签、 进货查验是否齐全等方面进行

检查。 专项检查组现场排查指导学校食
堂安全隐患整改，强化执法效果，要求各
学校要严格把关原材料采购， 从食品采
购、加工、留样、供餐等环节进一步规范
操作。

本次专项行动进一步提升了学校对
食品安全的认识， 检查组将持续加大执
法查办力度，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守
住校园食品安全底线，让家长放心、让社
会满意。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胡庆希）

“红领巾讲解员”带来别样精彩
本报通讯员 徐璐瑶 本报记者 吴 巍

“欢迎大家参观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我是来自于
寿县花园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下面将由我带大家参
观楚博馆馆藏部分精品文物……”中秋、国庆期间，寿
县首批聘任的“红领巾讲解员”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里绘声绘色地讲述文物的故事，来往游客不时驻足欣
赏，仔细聆听精彩讲解。

为充分发挥少先队实践育人作用，提升少先队社
会化工作水平，团寿县县委突出思想政治引领，不断
创新载体，整合资源，大力补齐少先队校内外工作短
板，构建“校外少工委+实践育人基地”少先队社会化
工作体系，“解锁”新时代少先队的新课堂。

沉浸式体验红色教育，做好“代言人”
团寿县县委面向全县招募优秀少先队员，经过选

拔面试、培训考核，聘任 83 名优秀少先队员成为安徽
楚文化博物馆的“红领巾讲解员”，用童言童语诉说着
悠久的历史文化。

为了让讲解更有效果，团县委联合安徽楚文化博
物馆共同编撰适合少先队员的讲解词，通过普通话练
习、讲解礼仪及技巧 、示范讲解 、模拟训练等实战培
训，让每位小学员都掌握了讲解员的基本功，打造更
有特色、更有效果、更接地气的“童声童语”讲解品牌。

零距离培养时代新人，做好“引路人”
团寿县县委突出少先队实践育人特色， 充分挖

掘、整合、利用社会教育资源，拓展校外少先队组织覆
盖和工作覆盖，全县 25 个乡镇、36 个村（社区）规范成
立校外少工委，安徽省第一面党旗纪念园被命名为省
级少先队校外实践育人基地，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淮
南豆腐主题文化园、寿县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寿州
香草传承馆、赵策烈士墓等 6 家单位被命名为市级少
先队校外实践育人基地， 搭建起了校内外互为补充、
有机联动的少先队实践教育体系。

同时结合地域特色， 创新开展 “童心共筑国防
梦”、非遗体验日等少先队主题特色活动，引导少先队
员在主题鲜明的实践教育活动中了解国情、 观察社
会、体验生活，努力成长为敢创新、敢奋斗，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全过程贯通育人链条，做好“守护人”
“要始终坚持党、团、队紧密衔接、进阶培养的政

治链条，引导一代又一代优秀少先队员在共青团这所
大学校中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健康成长，为党和国家事
业永续发展，打牢红色根基。”团寿县县委主要负责人
介绍道。

团寿县县委切实履行“全团带队”的光荣职责，全
面实施分批入队、从严把握入团标准、严格落实推优
入党，三条路径打通党团队一体化衔接通道，畅通党
团队育人链条。 同时联合教育部门创新团教协作模
式，坚持党团队“一体化”教育培养理念，探索建立发
挥“家庭教育+社会组织”的新模式，逐步为少先队员
创设亲情陪伴、心理辅导、兴趣培养、权益维护、社会
托管等更多公益项目， 实现育人机制的有机结合、多
方发力。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团寿县县委将继续牢牢把
握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社会化发展方向， 聚集主责主
业、用好实践平台、讲好红色故事，不断推进少先队组
织创新和工作创新，引领广大少年儿童努力成长为能
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实施基层中医药能力提升工程惠及广大群众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潘士清

“我腰间盘、颈椎疼，来到芦集镇卫
生院，通过中医治疗 3 次，我感觉到轻
松多了，也不要吃药也不要打针，花钱
少，效果也很好。 ”潘集区芦集镇葛楼村
苏学英满意地告诉记者。年近 7 旬的苏
学英因腰间盘病来到芦集镇卫生院，通
过中医治疗几天后，她感觉很好，乐于
接受中医治疗。

近年来，潘集区围绕中医药振兴战
略， 全面实施基层中医药能力提升工
程，为广大群众疾病预防，疾病康复和
保健养生等， 提供廉洁方便的健康服
务，不断满足城乡居民的日益增长的健
康需求。

芦集镇卫生院先后投入 100 多万
元，统一按照规范要求建成了集中医诊
室、中药房、康复治疗室和中药熏蒸室
等科室于一体的国医馆， 设置了针灸、
推拿、熏蒸、牵引等科室，配备了颈腰椎
牵引治疗仪和克服理疗等设备，以及中
医药师力量。 充分发挥中医药“简、便、
廉、验”特色服务优势，为辖区居民提供
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健康服务，让群
众对中医药“可观、可感、可得”，让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中医药服
务。

“我院中医科现有中医师 2 人，可
开展的中医项目有几十种，通过中医药

治疗及特色理疗， 减轻病人的痛苦，为
辖区内的广大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芦
集镇卫生院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
续加强医务人员的培训，提高诊疗及服
务能力，加大软硬件设施投入，营造舒
心整洁的就医环境，更好地为辖区群众
提供健康服务。

该区先后自筹和使用中央补助资
金近 1500 万元，规范设置了全区 11 家
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
馆，精心打造了中医文化氛围浓郁并相
对独立的中医药综合服务区。统一设置
了中医诊室、中药房、康复治疗室等科
室，配备了中药熏洗机、煎药机等设备，

配齐配好中医药医师力量，切实提高基
层中医药服务的软硬件设施。

目前， 潘集区共有中医类别执业
（助理）医师 69 人，安徽省基层中医和
徽乡名医各 1 人，安徽省基层名医工作
室 1 个、精品中医馆 2 家。 今年以来，全
区基层中医诊疗 35412 人次，占总诊疗
人数的 35.22%， 其中使用中草药治疗
7561 人次，占比 10%以上，中医适宜技
术治疗 15451 人次，占比 35%以上。 大
力推广各种中医适宜技术，积极开展中
医药服务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等“走
基层、送健康”行动，中医适宜技术受到
当地群众的认可。

政银企携手促缴存扩面推进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为践行住房公积金 “情

系百姓安居 、 服务淮南发展 ” 宗旨 ，
近日，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交
通银行淮南分行邀请我市 20 家非公企
业负责人座谈交流， 共商公积金归集
扩面工作新思路、 新方法， 扩大住房
公积金制度覆盖面， 提升 “惠民公积
金、 服务暖人心” 成效， 推动主题教
育走深走实、 见行见效。

座谈会上，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工
作人员向与会人员详细解读了住房公
积金缴存 、 提取使用 、 贷款等政策 ，
现场开展了住房公积金缴存政策问卷
调查， 并对企业和职工代表关心的住
房公积金问题作了详细解答。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住房保障制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项惠及广大职
工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 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负责人表示， 人才是企业
发展的 “第一资源”， 缴纳住房公积金
是稳定职工队伍、 增强团队凝聚力的
重要方式， 是提升企业形象、 吸引和
留住人才的重要措施， 公积金制度的
有效覆盖 ， 不仅有利于解决新市民 、
新青年等群体住房难问题， 也能为企
业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与会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 将结

合企业自身实际情况， 积极为职工缴
纳住房公积金， 让职工享受公积金的
惠民政策， 助力职工实现 “住有所居”
的安居梦。 同时， 为支持缴存企业发
展 ， 交通银行淮南分行负责人表示 ，
将把企业是否建缴公积金作为企业信
用综合评价指标， 在企业申请贷款时
给予一定政策优惠。

（本报记者 朱庆磊）

高端制造
行业一流
国庆期间， 安徽卓科

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职工在
调试直径 2.8 米盾构设备。
该公司位于凤台县经开
区， 是一家专业从事非开
挖盾构及顶管设备的高新
技术企业， 主要产品有泥
水平衡顶管机、 岩石顶管
机、土压平衡顶管机、矩形
顶管机、 煤矿掘进盾构机
等成套装备。 2022 年产值
8000 万元左右， 实现利税
450 万元，2023 年截至 8
月份，产值约 6500 万元。

本报记者 张 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