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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关键小事” 解决“民生大事”
———我市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张 鹏

生活垃圾分类是现代社会文明生
活方式的一个标志 ， 是实现生活垃圾
减量化 、资源化 、无害化的重要途径 ，
不仅是关系人民生活品质的 “关键小
事 ”， 也是关系到城市精细化治理的
“民生大事”。 近年来，我市认真贯彻落
实国家和省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
部署要求 ，因地制宜 、示范带动 ，全力
推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标提质
提速，相关工作取得了新的积极进展。

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
高度重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 多次实
地调研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开展情况 。
市城管局认真履行牵头部门责任 ，强
化指导抓落实 ， 坚持政府指导与市场
化相结合 ，注重因地制宜 、注重工作实
效 ，推进形成常态长效工作机制 ；县区
（园区 ）压实责任抓落实 ，做到守土有

责 、守土尽责 ；行业部门突出重点抓落
实 ，贯彻落实 “管行业就要管分类 ”的
原则 ，加强条块结合 、上下联动 ，推动
行业分类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 ；街道 、
社区 、物业切实履行好主责主业 ，坚持
政府主导 、市场运作 ，强化分类推进 、
重点突破 、示范引领 ，推动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争先进位、惠民利民。

宣传教育普及是让群众养成垃圾
分类习惯的重要手段 ， 提高市民知晓
率 、带动群众积极参与 ，是推进垃圾分
类工作的关键。 各县区、各部门积极组
建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 ， 开展垃圾分
类志愿服务活动 ， 持续掀起垃圾分类
进机关 、进校园 、进企业 、进社区 、进家
庭活动热潮 ，普及生活垃圾分类知识 ，
不断增强群众的环保意识 ， 引导群众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 市生活垃圾分类
宣教中心充分发挥阵地作用 ， 举办垃
圾分类 “小手拉大手 ”“党建红引领生
态绿” 等各类宣教活动 100 多场次，促
进分类习惯养成 。 市城管局统筹推进

第二届全国垃圾分类宣传 周 系 列 活
动 ，开展 “分类进万家 ”“低碳齐参与 ”
“分类体验日 ”“分类达人说 ” 等活动
243 场次 ， 全市参与人数达到 12 万人
次，持续提升社会知晓率和参与率。 去
年 7 月 ，在全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达
人说 ”演讲比赛省级复赛中 ，市城管局
推荐 、代表淮南参加比赛的两名选手 ，
分别荣获一等奖、二等奖；9 月，在南京
举办的 2024 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达人说 ”总决赛上 ，市城管局工作人
员王田岑作为安徽省唯一代表参赛 ，
勇夺亚军，并荣获“十佳奖”。

在推进垃圾分类过程中，我市树立
经营城市的理念 ， 把抓好垃圾处理项
目建设运营作为提升末端处置能力 、
构筑垃圾全程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撑 ，
推进形成前端收运 、中端运输 、末端处
置的闭环链条 ，确保垃圾分类见实效 。
加强统筹指导考核 ， 督促西部垃圾焚
烧发电厂 、 寿县垃圾焚烧发电厂抓好
运行管理 ， 形成日焚烧处理生活垃圾

2100 吨以上的处理能力 ， 确保实现全
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 先后建成运
行餐厨垃圾处理项目一期 、二期 ，日处
理餐厨垃圾能力达 400 吨，在全省率先
实现厨余垃圾全量资源化综合利用 ，
保障市民 “舌尖上的安全 ”。 采取市场
化方式 ， 加快生活垃圾分拣中心项目
建设 ， 推进解决可回收物特别是低值
可回收物的处置问题 ， 让可回收物实
现循环再利用 。 去年 1-11 月份 ，全市
焚烧处理城镇生活垃圾 45 万余吨 ，资
源化利用餐厨垃圾 3.8 万余吨，我市城
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持 续 保 持
100%， 在全省行业目标管理绩效考核
中连续多年保持第一位。

市城管局表示 ，下一步 ，将继续压
实各方责任 ，凝聚工作合力 ，推动建立
健全工作机制 ，打造常态化 、长效化工
作体系 ，形成行业主管部门主动担当 ，
相关部门通力协作 ， 属地积极主动履
职尽责 ，社会各界齐抓共管的局面 ，确
保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实效。

农技人员
助农忙

� � 时下，小麦已处越冬期，凤台
县及早谋划，周密部署，全面落实
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对小麦油菜安
全越冬工作进行部署安排，将任务
量化到岗、细化到人，确保田间管
理工作落地见效。 图为农业技术人
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进行麦苗防
寒保暖措施指导。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栾续标 摄

“银发知播 ”和她的拼音“课堂 ”
———记“中国好人”杨维云

本报记者 朱庆磊

“快乐学拼音，轻松识汉字，咱们今
天又开始了……”每天下午四点半，杨维
云的“喜洋洋拼音课堂”准时开播。 她字
正腔圆， 讲解基础拼读， 不时与粉丝互
动。

今年 75 岁的杨维云曾在小学任教
30 年 ， 后来又做了多年幼儿园园长 。
2021 年， 她看到很多人在网上开直播，
就想利用自己最擅长的拼音教学， 办个
“网上课堂”。 她把直播间当作 “三尺讲
台”，为汉语拼音“带货”，为孩子和许多
不认识拼音、 说不好普通话的成年人义
务授课， 感动无数人。 杨维云先后荣获
“中国好人 ”“安徽好人 ”、“感动中国 ”
2022 年度人物集体奖 、安徽省 “月评十
佳” 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淮南市
道德模范”等荣誉。

岁月不老、热爱不减，“银
发奶奶”直播开课

杨维云是淮南经开区洛西社区居
民，也是一名退休语文教师。 “我有丰富
的幼儿园和小学教学经验， 对教育一直

充满热情，加上我是个闲不住的人，所以
退休后， 我就想着用什么方式能让自己
继续发光发热。 ”2021 年春节，杨维云看
见孩子在手机上刷视频直播买年货，一
直很愿意学习新鲜事物的她觉得做视频
搞直播这种方式很新潮。

“要不然您也开个直播间，在网上义
务给孩子们授课呢？ ”儿子儿媳的建议让
杨维云十分心动。 “我这个人性子比较
急，说干立刻就得干。 ”在孩子的帮助下，
杨维云很快就购齐了小黑板、粉笔、拼音
书写条、磁吸铁、手机支架等用品。 她又
跟着网上一步步学习如何进行视频剪辑
以及如何发布。 2021 年 4 月，杨维云成
功发布了第一条拼音教学视频， 而这条
视频，她反复录了 20 多遍，剪辑了好几
个小时。

“因为我孙子特别喜欢看《喜羊羊和
灰太狼》这部动画片，而我又姓杨，所以
我给直播间取名为 ‘喜洋洋拼音课堂’，
我觉得这个名字孩子们肯定会感兴趣并
喜欢。 ”2021 年 5 月 17 日，“喜洋洋拼音
课堂”正式开播，在镜头前的第一堂直播
课，杨维云讲了两个多小时，丝毫没觉得
累。

“a、o、e、i、u、ü……”，从声母到韵母，
从前鼻音到后鼻音，从平舌音到翘舌音，
一堂堂直播公益课成为了杨维云的生活
日常。

心怀热忱、 夕阳更美，“公
益主播”银发生辉

一开始， 杨维云直播定位的受众是
学龄前后的孩子， 课程主要是 “拼音教
学”。 但是教了一段时间后，杨维云发现，
配合着识字来教拼音的方法更有效，并
且她还搭配着教《弟子规》《千字文》等一
些内容，提升孩子们的文化修养。

一段时间过后， 杨维云发现直播间
里“藏着”不少用不好拼音、说不好普通
话的成年人， 他们学习拼音比孩子要困
难不少。 经过一番思考后，杨维云为这群
特殊学生开设了“成年人零基础学拼音”
公益课程。 “他们 11 点下班，问我 11 点
开课好不好？ 我说好，我就听他们的，结
果我的直播间人数越来越多， 后来都到
1 万多人。 ”杨维云说。

“大胆读出来，学好拼音一定要多说
多用。 ”杨维云对着直播屏幕鼓励连线学
习的粉丝林女士。 今年 40 岁的林女士通
过公益拼音课堂， 克服读不好拼音的心
理障碍，正在努力学习普通话。 方女士是
江西人，以前既不识字又说不好普通话。
在杨维云的直播间学习一年多， 现在已
经可以用流利的普通话和别人交流了。
“杨老师教得非常好，你不懂的她就反复
地教，教得每一个学生拼音说得很准。 ”
方女士说。

每天直播七八个小时， 再加上四小
时以上的备课， 年过古稀的杨维云很快
就累得住院了。 “她讲那我不能停啊，我
讲那怎么弄呢？ 我把黑板给你背去，医院
就说那我单独给你弄间房， 你吊完水之
后你直播就直播，她的这种热情，任何人
都扑不灭的。 ”杨维云丈夫吴怀宝说。

开播 3 年多来，杨维云发布近 2000
条短视频， 累计直播时长 5000 多个小
时，拥有 35.7 万粉丝 ，最年长者 80 岁 。
她曾获评安徽省“月评十佳”学雷锋志愿
服务先进典型、淮南市道德模范等荣誉。
2023 年 3 月， 感动中国 2022 年度人物
揭晓，由两院院士、大学教授和中小学老
教师组成的“银发知播”共 13 人，通过短
视频和直播等形式传播科学和人文知
识，感动了无数国人，杨维云光荣地成为
其中一员。

春蚕不老，夕阳正红。 从三尺讲台到
直播平台，从孩童到成年人，讲课方式在
变，授课对象在变，不变的是杨维云的教
育情怀。 “我非常喜欢当老师，因为教师
这个职业给我带来了满满的能量， 无论
多久， 依然让我觉得很幸福很满足。 并
且 ， 它给我的晚年生活增加了很多色
彩。 ”杨维云笑着表示，“只要条件允许，
我就会一直把公益直播课堂坚持下去。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热爱生活，时光就
永远不老。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六届淮南市委员会增补委员名单
（2025年 1月 9日 政协第十六届淮南市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主席会议通过）
� � 经政协第十六届淮南市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授权， 政协第
十六届淮南市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主席

会议通过， 增补熊寿宏同志为政协第
十六届淮南市委员会委员。

中安联合煤化工主产品产量创新高
本报讯 2024 年 ， 中安联合煤

化工分公司累计生产 MTO 级甲醇
213.19 万吨 、 聚烯烃产品 72.99 万
吨 ， 超额完成年度生产任务 ， 创投
产以来年产量最高纪录。

该公司聚焦挖潜增效， 强化成本
控制， 结合装置生产完善煤化工成本
效益模型， 深挖装置运行潜力； 组织
进行甲醇、 聚烯烃产品效益测算， 加
强产销对接协调 ， 优化调整排产计
划， 减少产品过渡料产生； 适时调整
生产经营策略， 深挖效益增长点， 大
力攻坚创效； 根据煤炭价格和电力市
场波峰波谷电价， 优化用电策略， 推
动成本管控向源头延伸。

聚焦运行优化 ， 该公司制定实
施防冻防凝 、 防雷防汛 、 迎峰度夏
等强化生产运行管理措施 ， 严格落

实 “以日保周 、 以周保月 、 以月保
年 ” 装置生产计划 ， 高效完成净化
装置两次换剂、 PE 气液法项目投用、
蒸发结晶长周期运行攻关等重点工
作 ， 消除生产瓶颈 ， 保障煤化工装
置安稳运行 ， 全年生产运行平稳率
再创新高。

聚焦安全生产 ， 该公司狠抓煤
化工装置生产异常管理 ， 扎实开展
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工作， 制定
年度风险减值目标， 紧跟生产实际，
滚动更新生产技术专业风险和隐患清
单， 推进隐患整改， 完善各类应急处
置预案， 开展 “低老坏” 专项整治，
不断提升 “三基” 管理水平， 进一步
夯实煤化工装置安全生产基础。

（本报记者 张昌涛
本报通讯员 黄慧娟 赵天奇）

2025年首场新能源产业供需对接会
推动“项目 +产业”双向赋能

� � 本报讯 1 月 7 日下午， 淮南市
新能源产业联盟主办 2025 年首场新
能源产业供需对接会。 以 “搭平台、
拓市场、 促合作” 为主旨， 新能源联
盟成员企业通过开展精准对接与深入
交流 ， 实现 “项目 +产业 ” 双向赋
能。

中环低碳新能源 （安徽） 集团有
限公司、 国晟世安科技有限公司、 阳
光水面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供给
端企业与淮河能源电力集团有限公
司 、 淮南大唐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 淮南平圩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等需
求端企业分别就产品特点和优势、 供
需合作意向及光伏项目应用场景等进

行专题推介交流。
零距离对接成功帮助联盟企业有

效破除信息壁垒 ， 全力促成战略合
作， 持续推动供应链增量提质， 需求
链降本达效， 助力部分企业达成初步
合作意向。

下一步， 新能源产业联盟将继续
发挥产业发展牵头服务作用， 定期组
织新能源产业供需对接会， 为联盟企
业 “面对面” 互动搭建平台， 提供更
多交流合作机会， 推动全市新能源产
业集群化、 规模化、 协同化发展再上
新台阶。

（本报记者 周 玲
本报通讯员 李贺聪）

推进社会化拥军书写双拥新篇

� � 本报讯 1 月 8 日， 凤台县举行
第十批社会化拥军单位授牌仪式， 为
18 家社会化拥军企业 、 门店授牌 。
至此， 该县社会化拥军单位已达 247
家。

近年来， 凤台县紧跟新阶段双拥
工作需要， 统筹各方资源， 创新双拥
载体途径， 持续赋予双拥共建活动新
内涵， 成功实现全省双拥模范县 “四
连冠 ”； 精心打造了双拥主题公园 、
双拥大道 、 双拥示范街区 、 双拥公
交、 双拥特色学校、 拥军医院、 拥军
银行、 拥军警亭等双拥 “元素矩阵”，
“爱我人民爱我军” 的良好氛围愈加
浓厚； 深入推进社会化拥军工作， 累

计签约 、 挂牌 247 家拥军企业 、 门
店， 形成优惠优待清单 650 余条； 深
化 “军地共建” 合作机制， 与海军某
部队加强沟通交流， 全力打造拥军新
品牌； 联合 “拥军特色学校” 精忠中
学打造全国首家 “最美拥军人物工作
室”， 其牌匾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
物馆永久收藏。 目前， “尊重退役军
人、 尊崇军人职业” 在凤台已蔚然成
风。

“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 我们
将大力弘扬双拥光荣传统， 坚守双拥工
作价值取向， 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水
平， 为退役军人提供更加优质、 高效、
温馨的服务， 共同书写新时代军政军民
团结奋进的崭新篇章。” 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负责人说。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常开胜）

青年人才驿站“上线”助力就业创业
� � 本报讯 服务青年靠前一步， 留
住人才迈进一步 。 近日 ， 寿县 “上
线” 4 家青年人才驿站， 着力解决异
地青年人才来寿县就业短期住宿问
题， 切实做好 “拴心留人” 文章。

寿县青年人才驿站项目由寿县
县委组织部 、 团县委 、 县人社局打
造 ， 旨在深入实施 “人才强县 ” 战
略， 全面推进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
驿站项目以城市酒店为载体 ， 为异
地来寿县就业创业青年人才提供每
年 2 次 、 每次 3 天 2 晚短期免费住
宿及政策咨询 、 岗位推介等服务 。
通过 “1+N” 的建设运营模式， 打造
以 1 个 “青年人才服务社区 ” 为牵

引， N 个合作酒店、 宾馆、 民宿、 公
寓为服务站点的运营管理体系 。 项
目首期选址 4 处酒店 、 民宿进行合
作建设驿站 ， 每日可为求职青年提
供床位 100 余个。

据悉， 寿县青年人才驿站在提供
住宿房间的基础上 ， 打造青年会客
厅， 配备沙发、 茶几、 图书、 报刊等
设施， 房间放置寿县人才政策手册、
招工信息宣传册、 旅游地图等宣传资
料， 满足入住青年交流和精神需求。
团寿县县委表示， 将健全驿站管理机
制， 加强特色品牌、 政策宣传， 进一
步增强求职青年的获得感幸福感。

（本报记者 吴 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