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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45启那线凤台 （K713+861-K720+524）
公路修复养护工程封闭施工的通告

因 2025 年淮南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施工需要， 将于
2025 年 6 月 1 日至 2025 年 8 月 20 日对 G345 凤台段
K713+861-K720+524 段进行公路养护作业施工。 施工期
间， 将对西商城至磷矿加油站 （长度 0.786km） 路段采取
半幅封闭施工； 对磷矿加油站至蒋咀孜 （长度 5.677km）
采取全封闭施工。 请过往行人、 车辆经过施工路段时， 减
速慢行， 听从现场交通劝导人员的指挥， 有序通行。 在此
期间我们将做好施工组织， 确保安全、 文明施工。 因施工
带来的不便， 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特此通告。
凤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淮南市公路管理服务中心凤台分中心
2025 年 5 月 26 日

26 年 ， 她 把 红 领 巾 系 进 童 心
———记芜湖市镜湖区教育局少先队总辅导员张为蓉

安徽日报记者 阮孟玥

人物名片
张为蓉，芜湖市镜湖区教育局团工委书

记、少先队总辅导员。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少
先队辅导员、安徽省模范教师等荣誉称号。

人物寄语
执着红领巾，挚爱少先队。用火热青春

践行育人初心， 用红色故事点燃信仰火种。
未来的日子，我将携手孩子们在少先队这个
大学校里，向阳生长，逐梦前行。

“张老师， 您看我的红领巾系得标准
吗？”5 月 27 日，在芜湖市绿影小学报告厅外
的走廊里， 一群孩子围着一位戴着黑框眼镜
的女老师。她胸前那抹鲜红的领巾，已经陪伴
了她 26 个春秋———她是张为蓉，镜湖区教育

局团工委书记、少先队总辅导员，更是镜湖区
4 万余名少先队员心中的“红领巾姐姐”。

临近“六一”，张为蓉特意创造机会，让
即将离队的中学生牵起了首批入队小朋友
的手。从一开始牵手上台的腼腆拘谨到授红
领巾的严肃认真，以团带队在这一刻具象化
了。这些入队、入团的仪式感，是张为蓉用心
营造的成长瞬间，她希望让孩子们在庄严的
仪式中感受到责任与担当，更希望借助主题
教育活动来强化少先队的教育场，扩大教育
影响力。

1999 年，刚毕业的张为蓉在绿影小学的
蘑菇亭下，迎来了第一批系着红领巾的“小
主人”。 面对孩子们清澈的眼睛， 她暗下决
心：“要做能照进孩子心里的那束光。”

当时的少先队工作还停留在升旗、 上队
会等常规活动，作为大队辅导员，张为蓉率先
在全市创办红领巾电视台， 带着小记者们扛
着摄像机跑新闻；开设“知心会客厅”，充当
“树洞”倾听烦恼；组织“跟随父母上班日”，让
孩子理解劳动价值……这些创意活动让她成
为了孩子们一下课就围着的“红领巾姐姐”。

浇花浇根，育人育心。“活动不是完成任
务，而要真正走进孩子心里。”2007 年，张为
蓉通过公开竞聘进入新岗位。走进镜湖区教
育局，张为蓉依然没有离开她热爱的红领巾
事业，面对镜湖区 4 万余名少先队员，她像
永不停歇的创新引擎。暑期“三结合”活动在
她手中变身品牌周：“自护自救” 安全周里，
消防员带着孩子穿越模拟火场；“汉字文化”
周中，大家感受诗词魅力。她还把 10 个少先
队学院搬上云端，以有趣的空中课堂激发队
员参与的热情。

针对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问题，张
为蓉四处奔走， 协调多个街道和学校，2022
年，芜湖市首个免费“爱心暑托班”正式开班。
从安全保险到营养餐标， 从课程设计到师资
调配，她事无巨细。近年来，爱心暑托点从最
初 5 个试点到最终实现 10 个街道全覆盖。

在少先队活动课教研会上，张为蓉常被
年轻辅导员们围住请教。作为全省首批少先
队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她深知 “独木难成
林”。 有梯队培养才能使辅导员队伍不断更
新知识和观念，才能培养出适应新时代的高

素质辅导员队伍，更好为队员的成长服务。
于是，从关注活动到关注教研，作为芜

湖市少先队活动课大组组长，每一道程序张
为蓉都不会懈怠，目的就是呈现一节节值得
“探讨” 的观摩课。“AB 中队”“3∶1 课堂”“队
味论坛走教研”……一个个新名词，让青年
辅导员走到了理论创新的前沿。

“张老师的磨课堪称‘魔鬼训练’。”青年
辅导员方菲就深深记得， 为准备全国辅导员
职业技能大赛，张为蓉陪她修改课程设计、模
拟少先队工作情景答辩， 甚至深夜还在讨论
“怎样让队课更‘潮’，让少先队教育更具温度
和力量”。在她的影响下，多位辅导员在优质课
以及技能大赛中获得省级以及全国奖项，不
少学校也在少先队课题研究上有了新突破。

2023 年，张为蓉创新打造又一个品牌项
目———“红领巾思政小课堂”，让红领巾思政
“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少先队
活动课时间与空间维度也不断延展。在这位
辅导员心中， 红领巾事业永远年轻， 她说：
“当无数颗童心被点亮时， 我们自己就成了
光。” （转载自 6 月 1 日《安徽日报》）

（上接一版）沉陷水面光伏项目变 “废弃地”为绿色能源基地，年
发电量可满足约 30 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渔光互补”模式推动零
碳产业园建设，兼顾生态与经济效益……

一个个突出“绿色低碳发展”的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生
态的“高颜值”为促进高质量发展不断增效增值，为淮南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赢得了开放共赢的广阔空间。

我市坚持以项目谋划建设为引领， 推动绿色低碳产业串点
成链、集聚发展，以列入省重点合作园区的淮南煤化工园区、凤
台经开区、寿县经开区为依托，紧盯产业强链补链延链，推动优
质上下游企业向淮南转移聚集， 新增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项
目 36 个，总投资 234.152 亿元。

编制减污降碳协同创新项目库，列入总项目 53 个，总投资
519.78 亿元，完工 13 个，在建项目15 个，完成前期工作待开工项
目 9 个。 推动煤化工低碳产业园等 5 个项目进入生态环境部和
人民银行联合推出的绿色金融支持减污降碳协同创新标志性项
目库，总投资 54.52 亿元。

中安联合推进 40 万吨/年碳捕集项目， 形成了从二氧化碳
废气捕集到利用的循环低碳经济产业链，年捕集二氧化碳 21.83
万吨，形成年产 18 万吨食品级液体二氧化碳的生产能力，相当
于节约标煤 8.21 万吨。

潘集、凤台两个煤电固废产业集聚区依托煤基固废资源，建
设原料及陶粒生产车间，配套破碎机、烘干机等设备，年可综合
利用煤矸石 300 万吨、粉煤灰 10 万吨，生产高强陶粒和发泡陶
粒共 40 万立方米。

让生产生活方式沿“绿”而生、向“绿”而行，以生态“含绿量”
提升发展“含金量”，淮南绿色发展之路阔步向前。

以生态进、借生态兴。2025 年是深入推进美丽淮南建设的关
键一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我市正以持续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为核心，以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为抓手，协同推进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建设美丽淮南，更好以高水平保护支
撑高质量发展。

《政务数据共享条例》来了！将带来哪些变化？
国务院 3 日对外公布《政务数据共享条

例》，对政务数据的目录管理、共享使用、平
台支撑等工作进行部署。条例将如何推进政
务数据安全高效共享利用，进一步提升政府
数字化治理能力和政务服务效能？

“规范、高效的政务数据共享，是提升政
务服务效能、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
力抓手和重要引擎。”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教授孟庆国说，条例作为第一部促进政务
数据共享流通的行政法规，标志着我国政务
数据管理迈入法治化新阶段。

“长期以来，一些政务数据资源存在底
数不清、重复采集、来源不一等问题，难以充
分发挥价值。”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
院院长赵鹏表示，条例首次从国家层面以系
统性法规形式明确了政务数据共享的体制、
路径、规则、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为提升
政府整体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提供了
制度保障。

条例将如何助力破解政务数据共享工
作实践中统筹管理机制不完善、供需对接不
顺畅、共享应用不充分等痛点难点？

赵鹏表示，条例规定整合构建全国一体化
政务大数据体系，要求政府部门已建设的政务

数据平台纳入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政
府部门通过政务大数据体系共享政务数据，推
动形成政务数据共享“全国一盘棋”格局。

“条例详细规定了数据目录管理 、数据
共享使用全过程各环节的具体要求，特别是
对涉及多部门收集的政务数据，明确数源部
门牵头收集的职责，要求政府部门不重复收
集可以通过共享获取的政务数据。这些要求
有效弥合了以往政务数据共享工作中的‘模
糊地带’，为数据共享提供了更加细致、明确
的规则。”孟庆国说。

针对当前普遍存在的“数据孤岛”现象，条
例明确 “不得通过擅自增设条件等方式阻碍、
影响政务数据共享”，对不予共享类政务数据，
应当“明确相应的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
决定依据”， 并要求政务数据共享主管部门建
立健全政务数据共享争议解决处理机制。

如何确保共享的政务数据安全，既促进
政务数据共享，又提高数据安全防护能力？

条例明确规定，“按照谁管理谁负责、谁
使用谁负责的原则，明确政务数据共享各环
节安全责任主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
要措施，防止政务数据被篡改、破坏、泄露或
者非法获取、非法利用”等。

“条例坚持促进发展和依法管理相统
一、安全可控和开放创新并重，明确了政务
数据提供、使用、管理等各环节主体的安全
管理义务和责任，为筑牢数字政府建设安全
防线提供了制度保障。”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院长余晓晖说。

专家认为， 政务数据安全高效共享利
用，将有效助力提升政府服务效能，进一步
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

“条例的出台将有力推动多部门各层级
之间协同共振，形成‘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
合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江小涓说。

江小涓表示，通过政务数据的归集共享
与分析，可精准匹配符合政策条件的企业和
群众，实现政策“免申即享”“精准直达”，将
显著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营造更加高效、
透明、便捷的营商环境。

为基层减负和赋能水平也将进一步提升。
浙江省数据局局长金志鹏表示，条例明

确规定上级政府部门应当根据下级部门的
履职需求，及时、完整回流相关政务数据，引
导分散在垂直系统的政务数据向基层沉淀，
将有力推动“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向基层
延伸，进一步强化数据直达基层。

“过去很多数据由上级部门集中统一管
理，导致基层无法充分利用，存在不少重复
填报数据的现象。”江小涓说，条例对加强这
类数据的共享回流提出明确要求，不仅将有
效助力基层减负增效，也将进一步提升数据
质量，更好发挥政务数据的效能。

如何抓好条例的贯彻落实？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旭涛认为，要以应

用场景为牵引， 从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出
发，有序推进相关业务系统与地方数据平台
数据双向共享，形成“以用促享、以享提质”
的良性循环。

“实践中还应强化数据安全治理的主体
责任，严格管控非必要采集数据行为，依法依
规打击数据超范围使用、 隐私泄露等数据滥
用行为，确保数据善用。”刘旭涛说。

去年以来，国家数据局累计发布了 70 个
公共数据 “跑起来 ”示范场景 ，助力产业发
展、社会治理、民生改善。国家数据局数据资
源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积极配合推进条例
落地落实， 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更
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 6 月 3 日电
记者 王雨萧 潘 洁）

更新生态“含绿量”
升级发展“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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