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访企入村听民声 用心用情解难题
本报记者 李东华

“镇政府牵线对接打开了合作社的
稻虾销路，真是及时雨啊！ 帮我们解决
了销售这个大难题！”近日，寿县瓦埠镇
汇农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高兴
地说。

在深入开展访企入村专题行动
中，寿县瓦埠镇政府负责同志在寿县
汇农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走访时，合
作社负责人反映了经营难题： 合作社
的 570 亩稻虾综合种养项目，遇到了原
材料价格上涨、 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
成本上去了，销量下来了，生产经营面
临很大困难。

了解到这一问题后，瓦埠镇政府
负责同志没有丝毫拖延，立即现场办
公，迅速协调对接辖区内的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安徽省金源食品有
限公司，积极牵线搭桥。 经过一番努
力， 金源公司承诺加大采购力度，批
量收购合作社的优质稻虾产品。

通过此次精准帮扶，不仅有效纾
解了汇农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的销
售困境， 为企业发展注入了强心剂，
还为金源公司开辟了优质、稳定的本
地原材料供应渠道，降低了采购与物
流运输成本，实现了企业间的互利共
赢，形成了良好的产业协作生态。

而在凤台县丁集镇耿王村，村民
们也有着自己的“烦心事”。 “咱们村
部门前的主干道路太窄了，每次会车
的时候都提心吊胆，存在很大交通隐
患，大家都盼着能把路拓宽。 ”村民们
说。

在访企入村专题行动中，了解到
耿王村村民的诉求后，凤台县迅速展
开行动 ，组织财政 、交通 、应急 、自然

资源等多个部门再次入村回访，开展
联合勘察并召开议事协商会，广泛听
取乡镇负责同志 、包村干部 、村委会
成员 、部分村民代表意见 ，决定将该
村村部附近道路拓宽至 4.7 米。 现场
联合勘察还发现， 该村临近交通要道
凤蒙路，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私家
车数量增加， 过去的通行道路难以满
足当地居民及货运车辆的通行需求。
经统筹考虑， 在争取周边群众广泛支
持的基础上，决定由县交通局牵头、丁
集镇配合，将该村村部通往凤蒙路 3.7
千米路段纳入升级改造范围， 拓宽至
6.5 米，并增设配套设施，便利该村对外
经济交流，进一步提高群众生活品质。

通过解决企业生产经营难题和村
民出行困扰 ，寿县瓦埠镇 、凤台县丁
集镇进一步补强了民生短板，破解了
发展瓶颈，赢得了企业与群众的广泛
点赞，有力地推动了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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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登记一窗办 企业办事更快捷
我市在全省率先实施企业用工登记“一件事”改革

本报讯 “以前办理用工登记要跑 3
个部门、交多份材料，现在一个窗口、一套
材料就能搞定，效率太高了！ ”近日，在市
政务服务中心企业用工登记 “一件事”窗
口，淮南恒立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办事人员
提交材料后，20 多分钟便完成了企业用
工登记相关业务办理，不禁发出感慨。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市数据资源管
理局、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聚焦企业
用工登记“多头跑、材料多、耗时长”等痛
点， 在全省率先推出企业用工登记 “一件

事”，通过流程再造、服务升级，打造“一窗
通办”政务服务新模式，让企业群众切实感
受到政务改革的“速度”与“温度”。

“传统用工登记模式下， 企业需要分
别前往人社、医保、公积金等 3 个部门，办
理就业登记、社保参保、公积金开户等多
项高频事项， 办事人员需携带劳动合同、
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在不同窗口之间往
返， 业务办理需重复提交材料， 耗时耗
力。 ”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市政务服务局）
政务服务指导科负责人介绍，创新推出企
业用工登记“一件事”集成服务，通过设立
“一站式”综合服务专窗，将原先分散在人
社、医保、公积金等 3 个部门的 10 个高频
事项有机整合，采用 “1+3+N”服务模式
（即 1 个综合窗口、3 个部门协同、N 项服
务集成），构建“一件事”集成服务新体系，

实现“一窗受理、并联审批、统一出件”。
改革实施以来成效显著，办事效率大

幅提升，办事材料精简 60%，跑动次数减
少 66%，办理时限由 1 个工作日压缩至即
来即办，最快实现 10 分钟办结。预计全年
服务企业 1 万多人次，减少企业跑动 2 万
多次。改革经验已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标准
化操作流程，为全省“一件事”改革提供了
参考样本。

据悉，除企业用工登记“一件事”外，
我市已推进开办运输企业“一件事”、企业
职工“退休一件事”等 33 项“高效办成一
件事”落地实施，累计办理各类“一件事”
事项 3.03 万件 ， 平均总跑动次数减少
93%，办理总时限压缩 72%，提交材料减少
68%，打造出具有示范意义的政务服务改
革“淮南样本”。 （本报记者 李东华）

勇 担 新 使 命 奋 力 暖 民 生
———我市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

本报记者 鲁 松

就业，乃民生之本、发展之基。 全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
业，不仅是保障人民幸福生活的关键所在，更是推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共筑美好未来的重要引擎。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是党中央关于新时代新征程就
业工作的新定位、赋予的新使命。 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门着眼新定位、勇担新使命，承压而上、积极作为，扎实推
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显著成效。

拓展优质就业岗位
聚焦服务我市七大新兴产业和规上制造业企业用工、

培训等需求，统筹就业补助资金、产业资金，为重点企业提
供人力资源支撑， 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劳动者高
质量就业。 扎实开展“三级三方服务千企”活动，精准对接重
点企业用工需求，22 名人社部门包保领导、19 名人社专员
每月对 40 家包保企业进行走访、电话对接，向企业宣传就
业人才政策、邀请企业参加各类招聘会，为企业安排培训机
构 16 家，匹配对接人力资源公司 18 家，累计帮助企业解决
用工 665 人。

提升就业服务质量
创新打造“2+N”招聘会、“招才引智高校行”两大核心

品牌，构建“市场招聘链+校园引才链”融合机制，全力助企
招工引才。 今年以来，举办各类招聘活动 447 场，累计服务
企业 6761 家次。 创新开展线上“直播带岗”“入企探岗”直播
活动，搭建企业和求职者线上便捷对接渠道。 深化校企人才
引育合作。 立足产业人才需求，在市内外高校持续开展“招
才引智高校行”活动，先后组织 355 家次重点产业企业在省
内外高校举办校企对接招聘会 18 场，通过“政策宣介+岗位
推送”吸引高校毕业生来淮就业创业。

激活创新创业动能
深入实施“创业淮南”行动计划，围绕我市产业优势，积

极做好创业场地供应、创业资金支持等工作，支持高校毕业
生、返乡人员、退役军人、科研人员等创业者 2264 名，支持
高层次创业团队 18 个。 今年以来，新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3.34 亿元，拨付财政贴息及奖补资金 920 万元，扶持自主创
业 1055 人，带动就业 3000 余人。 依托安徽省创业服务云平
台、淮南市创业服务云平台，发放电子创业券 250 万元，为
1473 家企业提供创业服务。开办两期“创业淮南训练营”，60
名创业项目负责人参加，提升了创业者决策、经营和管理能
力，营造了浓厚的创业氛围，形成以创业带就业，以创业促
就业的新格局。

推动技工强市建设
以技能人才培育为突破口， 深化技能人才发展体制机

制改革，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新增技能人才
15091 人，其中高技能人才 12252 人，占比达 81%。 深化高校
毕业生“一试三证”评价制度改革，推动技工院校与各类高
校合作，打通“技能+学历”通道。目前，全市 6 所高校共备案
133 个职业工种，15275 名毕业生参加技能评价并取得高级
工证书。 开展“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培训行动，打造“淮
南工匠”技能培训品牌。 建成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3 个、
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22 个。 全省率先开展企业特级技师和
首席技师的评聘试点，评选出 3 名首席技师，4 名特级技师。
聚焦“6+1”产业体系，建立“订单式”人才培养机制。

着力帮扶重点群体
推进“10+N”公共就业服务专项行动，实施“千企进校

园 万岗进万家”“改进作风 访企入村”等专题活动，统筹
抓好就业政策落实、岗位开发、服务优化等工作，推动重点群
体就业创业。 今年以来，开发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就业困难
人员 310 人， 发放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1326 人
次 390 万元。公开招募 275 名高校毕业生到企业和机关事业
单位就业见习， 常态化发放 159 名 2025 届困难家庭高校毕
业生求职创业补贴 23 万元，为退役军人、返乡农民工等重点
群体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7900 余万元。 发挥失业保险兜底帮
扶作用，截至目前，全市共发放 2.24 万人次失业人员失业保
险待遇 3906 万元，代缴医疗保险 2 万人次 785 万元。

任泽锋在淮南煤化工园区调研重点项目建设暨开展
访企入村专题行动时强调

为企优服务办实事解难题
以优良作风推动项目建设

本报讯 7 月 14 日下午， 市委书记
任泽锋赴淮南煤化工园区调研重点项目
建设暨开展访企入村专题行动。 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一手抓作
风一手抓发展两手一起抓， 为企业优服
务、办实事、解难题，以优良作风推动项目
建设。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劲松参加。

炎炎夏日，卓安新材料、至善新材料
2 个项目正加快建设。 任泽锋来到项目施
工现场，察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要求坚

持安全第一、质量为先，科学安排施工，确
保项目如期建成投产达效。 在爱成科技、
普碳新材料、 腾锋环保科技 3 家企业，任
泽锋走进生产车间，察看产品展示，了解
企业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等情况，勉励各
家企业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通过
加强产学研合作，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
力。 每到一家企业，任泽锋都主动问需于
企、问效于企，要求园区和相关部门持续
改进作风，积极帮助企业搭场景、找市场、
拓销路，实现供应链上下游高效对接。

任泽锋指出，项目建设现场、企业生
产一线，是检验干部作风的考场。 要推深
做实访企入村专题行动，引导干部到一线
锻炼“淬火”，形成抓作风促项目、抓项目
强作风的良性循环。要常态化深入企业一
线，宣传贯彻好民营经济促进法和相关惠
企政策，增强企业发展信心。 要突出问题
导向、需求导向，千方百计帮助企业解决
困难和问题， 实打实增强企业获得感，让
企业在淮放心投资、安心发展。

（本报记者 朱庆磊）

张志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134次常务会议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部署

落实工作；听取民生实事进展情况汇报，审议并原则通过《贯彻落实
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实施方案》； 研究部署招投标
领域突出问题整治、校车常态化安全管理和城镇燃气安全整治工作

本报讯 7 月 14 日上午， 市长张
志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134 次常务会
议。 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
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
作；听取民生实事进展情况汇报，审议
并原则通过《贯彻落实民生实事项目人
大代表票决制工作实施方案》； 研究部
署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整治、校车常态
化安全管理和城镇燃气安全整治工作。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谋深谋实我市“十五五”发展思路，
统筹推进能源转型、 产业升级和适度

多元发展等工作， 一体推进治山治水
治气治城， 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
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 要扎实推进学
习教育，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完
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
更好推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会议指出，要强化统筹调度，高质
高效推进民生实事办理， 切实把好事
办好、实事办实。要扎实推进民生实事
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 坚持自上
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 群众需求与
发展需要相结合、 尽力而为与量力而
行相结合，超前谋划，主动作为，不断

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会议强调，要坚持“当下治”与“长

久立”相结合，抓好招标投标领域突出
问题整治， 着力净化招投标行业生态
和营商环境，建立标前、标中、标后全
链条监管体系， 推动我市招投标市场
规范健康发展。

会议指出，要强化底线思维，常态
化开展校车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链条
排查整治城镇燃气安全隐患，全力维护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报记者 周 玲）

廖运周：
三 战 三 捷 的 传 奇 将 军

本报记者 廖凌云

位于田家庵区安成镇的廖湾村，是远
近闻名的红色革命村，在全民族抗日战争
中，廖运泽、廖运昇、廖运周廖氏三兄弟领
兵出阵，英勇抗敌。 这其中，廖运周可谓是
最传奇的一位人物，这位曾在黄埔军校深
造的军人，在抗日战争中，率部和日军多
次血战，直至抗战胜利！

走上抗日最前线， 参加台
儿庄战役

廖运周 1903 年出生于廖湾村。 1926
年春， 廖运周考入黄埔军校五期炮科，立
志报国。 1927 年 3 月，廖运周在学长孙一
中、 中共著名兵运专家靖任秋的介绍下，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 年，廖运周受中共
中央军委的指派，到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地
下党工作， 自此开始了长达 20 年的 “潜
伏”生涯。其间，他遵照党对兵运工作的指
示，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步军官中积极发展
党员。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廖运周随部
队走上抗日最前线， 与日军多次作战。 9
月，廖运周率部守卫正定城，迎击日军，血
战数昼夜。 此后， 廖部改编为第 110 师第
328 旅第 656 团，廖运周任上校团长。

1938 年 2 月，廖运周率部开赴安徽蒙
城，作为第五战区的机动部队，参加徐州
会战。3 月中旬，廖运周率部参加台儿庄战
役，他对日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缴获大
量敌机枪、步枪、战刀弹药等。

瑞武公路保卫战中三战三
捷，沉重打击日寇

1938 年 6 月，武汉会战拉开序幕。 期
间，廖运周率 656 团参加瑞武公路（从瑞
昌到武汉）保卫战。 他以机动灵活的战术，

连续在小寨贤、茨芭山、小坳三次伏击日
军，取得了巨大胜利，成就了抗战史上的
一段传奇。

1938 年 9 月中旬， 日军沿瑞武公路
向西进犯。 在战斗中，廖运周发现，日军一
般把攻击重点放在抢占中国军队固守的
山头阵地。 廖运周先派出 1 个营固守在小
寨贤山头阵地。日军发现中国军队的阵地
后，便像往常一样调动炮火去进攻。 廖运
周见时机已到，随即派出 1 个营包抄日军
后路，攻击日军的后卫部队。 预料不及的
日军被打得死伤惨重，廖运周指挥部队乘
势夺取了日军辎重。正在进攻小寨贤山头
阵地的日军得知后方被袭，也只得逃走。

日军在小寨贤吃了败仗后，开始重视
辎重部队的保护。他们将辎重营的护卫作
战部队提升到两个中队，其兵力规模基本
相当于中国军队的一个作战营。

廖运周得到侦察兵的报告后，再次调
整了战术，他命令一个营埋伏在茨芭山附
近茂密的树丛里。 战斗打响后，廖运周率
部和敌人略作接触，随即向后撤走。 日军
随后追来，到达茨芭山附近时，见前方树
林茂密，害怕有埋伏，于是向树林胡乱射
击，进行火力侦察。 廖运周命令部队隐忍
不发，继续待击。 日军火力侦察良久，以为
这一带不会有中国军队埋伏， 便大胆通
过，后面的辎重队也跟了上来。

当日军辎重队进入伏击圈后，廖运周
一声令下， 中国军队用机枪进行猛烈射
击，打得敌人纷纷落马。乘敌人慌乱之际，
廖运周指挥部队发起冲锋。战士们冲出密
林，一面向敌人投掷手榴弹，一面冲入敌
阵，将日军护卫部队拦腰截断。 经过激烈
的短兵相接，廖运周团击溃日军，再次成
功夺取了日军辎重。 与此同时，前方的日
军主力试图回头救援辎重，却也遭到中国
军队的突然袭击，只得迎战。 廖运周在夺
取日军辎重后，率部从背后杀来，和前方
大部队前后夹击。 日军顿时全线崩溃，狼

狈突围逃走。 这两次战役，廖运周缴获了
大批辎重和其他战利品， 切断日军的补
给，为著名的随枣战役做出卓越的贡献。

两次战斗后，廖运周又率部随大部队
西撤，来到了一个叫作小坳的地方。 公路
在这里环绕小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S”形
弯路，“S”形路外侧是河，里侧则是高山，
中间是座十几米高的小高地。

廖运周见地形如此有利，便决定在这
里设伏，打击沿公路追来的日军。他精心选
择了一处伏击地点， 将火炮布置于道路两
侧，炮口对准公路拐弯处；把团指挥所设在
了中间的小高地上，以利指挥；又命令每两
三个步兵携带一箱迫击炮弹， 一旦战斗打
响就手投迫击炮弹杀敌。发起战斗以后，廖
运周团击毁日军 20 余辆坦克、 装甲车，数
十辆载重汽车，歼灭日军 400 余人。这场伏
击战的胜利很快便在武汉外围各战场上引
起了轰动效应，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
特别嘉奖令，称赞廖团“战果辉煌”。

随后， 廖运周又率部参加了豫中会
战、豫西鄂北会战等。 在抗日战争中，廖运
周几乎参加了所有大战役， 英勇抗敌，直
至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淮海战役期间，廖运周正式结束了潜
伏生涯，率部起义，被正式编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 14 军 42 师，廖运周任师长。 后来
该师参加了渡江战役、 进军大西南等战
役。1949 年 9 月，廖运周获一级解放勋章，
受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55
年，廖运周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
衔。 1996 年 5 月 11 日， 廖运周在北京病
逝，享年 93 岁。

廖运周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更是爱
国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 如
今，每年都有社会各界群众前往廖家湾革
命纪念馆参观廖运周生平事迹，在这里回
顾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史，感受革命先辈
不屈的民族精神和高尚的爱国情操，从中
汲取奋力前行的不竭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