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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5 月 23 日， 全国精神文明建

设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表彰了新
一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典型。
我市荣获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称
号，19 个村镇入选全国文明村镇，
16 家单位入选全国文明单位，4 所
学校入选全国文明校园，4 户家庭
入选全国文明家庭，1 人获得全国
道德模范提名奖，收获一份亮丽的
“成绩单”。即日起，本报开设《文明
花开润淮南》栏目，集中宣传全国
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典型，展现我市
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的
丰硕成果，让文明之花在淮南这片
热土上绽放得更加绚丽多彩。敬请
关注。

窗口劲吹文明风 政务服务暖人心
———记第七届全国文明单位市数据资源管理局

本报记者 朱庆磊

“您好 ， 请问想办理什么业务 ”
“请把您的材料给我看一下” ……走进
市政务服务大厅， 一张张温馨笑脸、一
声声亲切问候，时时处处向市民传递着
融融暖意，劲吹文明新风。

近年来 ， 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紧扣
“党建引领、 服务为民、 数据赋能” 主
线， 突出数据资源和政务服务管理特
色， 深化文明创建与业务融合 ， 推动
政务服务质效和机关文明水平双提升，
成功获评第七届全国文明单位称号。

坚持党建引领， 凝聚文
明创建合力

创建全国文明单位是一项系统工
程。 市数据资源管理局作为连续两届
省级文明单位 ， 成立了创建工作领导
小组， 明确职责分工 ， 形成了主要领
导亲自抓、 分管领导具体抓 、 各科室
和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

坚持文明创建工作常态化 、 制度
化。 把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列入机关党
员干部培训、 “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
等活动， 引导干部职工增强文明创建
意识。 创新设立党员先锋岗、 责任区，
开 展 “共 创 文 明 城 ， 志 愿 我 先 行 ”
“我为创城建言献策” “文明服务我出
彩、 群众满意在窗口 ” 等活动 。 创新
“窗口榜样” 宣传机制， 评选 “四强党
支部” “优秀党员 ” “优秀窗口 ” 等
先进典型， 公示群众感谢信 、 锦旗等
先进事迹， 营造比学赶超氛围 。 建立

文明创建长效机制 ， 将环境卫生 、 志
愿服务等纳入日常考核 ， 累计组织党
员干部参与社区志愿服务 116 人次 ，
解决乱堆乱放等问题 300 余处。

提升服务质效， 擦亮文
明窗口形象

规范文明礼仪行为， 树立窗口良好
形象。 开展 “政务服务礼仪与高效服
务” 主题培训， 围绕政务形象礼仪和举
止礼仪、 窗口服务场景规范、 投诉处理
技巧等方面进行培训。 升级政务大厅服
务功能， 完善无障碍设施、 卫生间、 母
婴室、 指引牌等便民设施 ， 配备饮水
机、 老花镜、 手语翻译机等便民设备，
进一步方便群众。

提升政务服务质效 ， 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 完成 47 家市直部门首席代表
任命和 2045 项事项授权， 选聘 19 名政
务服务监督员 ， 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对
政务服务工作的监督作用 。 打造全链
条增值化 “企业服务专区”， 提供企业
全生命周期服务 ， 截至目前共办理各
类事项 5000 多件次， 为 300 多个项目
开展批前辅导预审 、 并联审批和帮办
代办服务， 为 3 家企业提供用工服务，
辅导 16 家企业申请金融贷款服务， 相

关做法在全省复制推广 ， 入选省政府
办公厅 《安徽政务交流》， 获评 2025 数
字政务博览会政务服务增值改革典范
案例单位。 完善 7×24 小时服务矩阵，
通过银行、 邮政网点的智能设备 ， 为
企业群众提供就近自助办服务 。 加强
全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投诉建议体
系与 “好差评 ” 体系 、 12345 热线 、
“办不成事” 反映窗口、 企业诉求 “挂
号 ” 等渠道的对接联动 ， 提高企业 、
群众各类意见建议的办结率和满意率。

强化数据赋能， 创新社
会治理模式

依托 “城市大脑” 平台， 整合 27 个
市级系统、 18 个省级平台， 汇聚 45.62
亿条政务数据 ， 支撑高龄津贴发放 、
低保核查、 政策 “免申即享” 等 20 余
个应用场景。 建成全域视频共享平台，
接入公安、 城管等 10 余部门 5.3 万路
视频资源， 实现全市视频资源跨层级、
跨领域、 跨系统 、 跨部门 、 跨业务整
合共享， 梳理出城市易涝点 、 农贸市
场、 背街小巷 、 重点交通路段等重点
区域摄像头 ， 助力部门实现全天候在
线监管， 降低了人工巡查成本 ， 赋能
社会治理现代化。

中华环保世纪行
2025年宣传活动在四川启动

新华社成都 6 月 8 日电 （记者
唐文豪） 中华环保世纪行 2025 年宣传
活动 8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启动 。 今年
宣传活动的主题是 “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 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由全国人大常委
会办公厅牵头举办。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
同志在启动会上介绍， 今年的宣传活
动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
精神， 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 监
督 、 代表等工作 ， 通过实地采访报
道 ， 反映四川省贯彻 “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 理念，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筑牢长江
上游生态屏障、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
量发展等方面的生动实践， 推动增强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意识。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 四川省人民
政府有关负责同志介绍， 四川是长江

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 黄河上游重
要的水源补给区、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
护重点地区 ， 在国家生态安全中具有
重要和独特的战略地位。 近年来， 四
川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全
面实施长江保护法等生态环境保护领
域法律，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生
物多样性保护持续加强， 呈现出经济
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水平提高相辅相
成、 相得益彰的良好局面。

据了解， 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
动从 1993 年开始举办， 是我国生态环
保法治宣传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和社
会关注度的重要品牌。 今年的活动由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法工委 、 全
国人大环资委、 生态环境部、 水利部
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 人民日报、 新
华社 、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
体、 部分都市类媒体以及四川本地媒
体进行采访报道。 启动会后， 采访团
将前往成都、 泸州、 宜宾展开实地采
访。

《中国将南海打造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的实践》智库报告发布
新华社北京 6 月 8 日电 （记者

王晖余 夏 天） 在第 17 个 “世界海
洋日” 到来之际 ，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
库 8 日面向全球发布中英文智库报告
《中国将南海打造成和平、 友谊、 合作
之海的实践》。

报告指出，中国历来是南海和平稳
定的倡导者、推动者和实践者。 长期以
来，中国主张南海和平稳定应由中国和
东盟国家共同维护 ， 与东盟国家在政

治、经济、人文等各领域深化互信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是维护南海和平稳
定、推动南海合作和发展的坚定力量。

报告强调 ， 南海稳 ， 则地区国家
受益； 南海乱 ， 则地区国家遭殃 。 南
海地区和平稳定是包括中国在内地区
国家的共同愿望 ， 符合各国利益 。 中
国提出将南海打造成和平之海 、 友谊
之海、 合作之海的重要倡议 ， 坚持通
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 ， 坚持通过规则

机制管控分歧 ， 坚持通过互利合作实
现共赢， 坚持反对域外势力插手干涉，
并不断积极推动付诸实践 ， 为南海地
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南海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家
园。 报告呼吁 ， 地区国家要把解决南
海问题的钥匙掌握在自己手中 ， 牢牢
坚持和把握妥处南海问题的正确原则
和方向， 南海地区的未来必将更加美
好、 更加光明 。 中国将继续秉持海洋

命运共同体理念 ， 做海洋和平的维护
者、 海洋秩序的建设者 、 海洋合作的
推动者、 海洋发展的贡献者 ， 让南海
成为造福地区各国人民的和平之海 、
友谊之海、 合作之海。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以公共政策、
国际政策研究为主攻方向 ， 近年来围
绕国内外重大问题开展前瞻性 、 战略
性、 储备性研究 ， 形成了众多具有广
泛影响的智库研究成果。

习近平同缅甸领导人敏昂莱
就中缅建交 75周年互致贺电

（上接一版）
同日， 国务院总理李强同敏昂莱

互致贺电。 李强表示， 建交 75 年来，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两国各领域友好
交流和务实合作取得长足进展。 我愿
同你一道 ， 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 ，

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
为各自国家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敏昂
莱表示，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
缅中关系稳步向前发展。 缅方愿同中
方携手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更
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上接一版） 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 率
先垂范， 带头纠 “四风”、 树新风， 带
头履好职、 尽好责， 带头行得端、 走
得正， 以实际行动带动社风民风向上
向善， 推动形成遵规守纪、 干事创业
的良好氛围。 要压实各级党组织主体
责任、 纪委监督责任、 “一把手” 第
一责任人责任 、 班子成员 “一岗双
责”， 强化制度约束， 坚持抓常抓细抓
长， 推动作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任泽锋强调， 要以更大力度抓实
违规吃喝集中整治， 强化以案为鉴、 以
案示警， 深入开展自查自纠。 要加大明
察暗访督查力度 ， 动真格 、 抓现行 、
抓典型、 抓通报， 对顶风违规吃喝的人
和事， 依规依纪依法严查快处， 绝不姑
息、 绝不手软。 要从严从实抓好学习
教育各项工作， 强化压力传导， 拧紧
责任链条， 确保学有质量、 查有力度、
改有成效。 （本报记者 何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