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南市开展中等职业

学校技能大赛。

▲ 华府骏苑学生正在讲述

《伟大的战士邱少云》的故事。
荨 南七街道文明办工作人员给华府骏苑小学的

宣讲学生颁发聘书和少年红色宣讲员绶带。

争做红色宣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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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乡愁 山村迎来八方客

■ 本报通讯员 季晓佳 林其泽

本报记者 周连山

3 月 15 日， 细雨纷飞，2 辆中巴
车游客的到来，打破了明光市涧溪镇
白沙王村下白岗组的宁静气息。由南
京的旅行团 100 余人，来到白沙王村
下白美丽乡村，体验农耕文化，观赏
田园风光，看老乡表演，感悟看得见
山、望得见水的乡愁。下车伊始，好客
的村民便将炒熟的花生端到游客面
前，无偿让客人品尝。

白沙王村是全国民主法治建设
示范村， 安徽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
村。这里自然条件优越，周边被鲁山、
茅山、清明山环绕，素有皖东千岛湖
之称的跃龙湖静卧村旁，白沙河在村
中流淌，是旅游休闲养生的好去处。

“今天看到的木犁、石滾、簸箕等
与我小时候在农村看到的一模一样，
没想到在这里还保留着原来的东西，
看到这些，感到很亲切。”南京游客沈
继娟一边参观一边激动地和同伴说。

“白沙王村下白组人居环境整治
于 2020 年 5 月份开始， 根据我们村
实际，在镇党委政府的指导下，提出

了整治环境、 挖掘农耕文化资源、保
留原貌、不搞大拆大建、留住乡愁的
建设思路。 ”白沙王村党总支书记牛
国江自豪地说，建成以来，效果非常
好，得到省、市里领导的充分肯定，引
来一批又一批游客，成为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近年来， 涧溪镇坚持从实际出
发，以人居环境整治为突破口，涵养
文化资源，五制并举推进人居环境整
治。 “美丽乡村建设不是单纯大拆大
建搞人居环境整治， 而是要因地制
宜，一村一特色，在产业发展基础上
开发旅游资源，带动村民增收。目前，
已建成腰庄、侯胡郢、农场、下白等宜
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涧溪镇党
委书记卞齐国介绍说，白沙王村下白
组的建设，就是他们在了解到当地历
史和百姓生活习惯后， 打造出来的
“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 的一个成
功范例。

据牛国江介绍，正是因为村里这
种保持原貌的建设，形成了自己的特
色，随着知名度的提高，现在每到周
末都有不少人前来游玩，村民的收入
也因此有了提高。

一张网 服务下沉群众赞
■ 本报通讯员 张琨

本报记者 许蓓蓓

“我这边小区外的马路上有摊贩
占道经营， 马路上人车混杂， 交通混
乱。 ”“我在闻水路，发现道路两侧有乱
搭建的广告牌。 ”……在合肥东部新城
核心区各个社区， 每当有网格巡查员
在工作群里发送如上信息和巡查照
片，总会有城管队员即刻赶到现场，进
行“诊断”和整治。

有事找网格城管员， 这是该区社
区居民、网格员等常挂在嘴边的话。 城
管员作为服务的“前哨”，长期 “驻扎 ”
在社区。 清理垃圾、整治私搭乱建、维
修损坏井盖……只要群众有诉求 ，他
们总能第一时间赶到。 精准及时的服
务，正是得益于该区城管中队的“一张
网”建设。 他们按照属地原则，以道路

为边界划分责任田，将城管执法力量充
实到网格中。 “城管执法力量下沉到社
区网格，和我们社区的网格员形成了强
大的工作合力，减少层级环节，打通治
理梗阻，实现了执法一次到位，精准、高
效、快速地对接百姓需求。”中心社区书
记夏秀龙说。

据介绍， 合肥东部新城核心区综合
管理办公室积极探索基层社区城管网格
化服务新模式，在社区建立城管驿站，将
现有城管人员合理整合，以社区为单位，
执法中队全员下沉基层， 成为网格城管
员，充实壮大网格力量。 同时，网格城管
员与社区网格巡查员、 志愿服务队伍等
主动对接，加强联动配合，改变了以前城
管队员单打独斗的孤立局面， 既为社区
“减负”，也延伸了服务触角，形成了政府
部门治理主导、社会组织调节辅助、居民
自治完善提升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跟踪制 信访办理提质效

■ 本报通讯员 宋广涛 芮滢

“这是 2020 年度你室所承办的
未办结信访件一览表， 请你核对一
下是否有误？ ”“这是经主要领导签
批的未办结信访件督办单， 麻烦你
签字留档”……日前，宁国市纪委监
委信访室工作人员到该市第二纪检
监察室， 就信访件办理情况开展复
核和督办工作。

“为了避免信访件转而不办、缓
办延办，我们根据印发的《宁国市纪
检监察信访办理督查督办工作办
法》，围绕信访举报中的转办、处置、
督办等关键环节，严格执行跟踪督办
机制，确保信访件办理机制形成‘闭
合回路’。”市纪委监委信访室主任王
俐介绍道。据了解，在督办过程中，该
市对转办信访件办理期限超过 3 个
月的，由工作人员逐一与承办部门沟
通联系， 掌握办理情况和存在的困
难； 对转办信访件办理期限过长的，
信访室梳理汇总，呈委主要领导审批

后，专门发函督办，督促承办单位加
快进度、快查快结。今年以来，该市共
对转办信访件跟踪电话了解 30 余件
（次），发函督办 15 件（次）。

速度要提升，质量必须保障。 近
日，该市西津街道的一份信访件便由
于证据不够完整，被退回进行完善补
办。对信访件办理程序、文书内容、证
据材料、报结程序的严格把关，是该
市的一贯要求。 为此，该市信访室专
门制定了“五个是否”的明确要求，对
调查存在缺项漏项、 结论含糊不清、
定性模棱两可、证据不够完整、处置
反馈不到位的信访件， 一律退回补
办。 同时，注重加强与业务部门的沟
通协调，建立了联席会审制度，对信
访件进行联合审查， 确保查深查透、
处置到位。 通过对 2020 年度 122 件
初信初访件的办理、处置、反馈等情
况进行复审，共发现实名举报反馈不
够到位、 初核报告未签字等问题 5
个，退回补办信访件 6 件（次），有效
提升信访办理质量。

引能人 规模生产助增收
■ 本报通讯员 孙传银

“以前，我守着自家一亩三分地，日子
过得紧巴巴的。 如今，在农场务工，赚钱照
顾家庭两不误，日子过得挺红火。 ”日前，59
岁的脱贫户程国安笑着说。

程国安所说的农场，是今年 50 岁的枞
阳县人周大情创办的。 2010 年 3 月，他来
到桐城市新渡镇承包田地 3620.69 亩 、水
面 500 多亩、林地 200 多亩，成立“桐城市
周大情家庭农场”， 从事水稻—小麦与水
稻—油菜两季轮作种植，兼养鱼养家禽。程
国安因妻子残疾， 不能外出务工， 收入微
薄。周大情得知他家情况后，主动联系程国
安，聘请他到农场务工。 如今，他家已摘掉
贫困帽子。

像程国安一样，在周大情家庭农场常年
务工的有 30 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0
人，人均年务工收入近 3 万元。 还有季节性

用工 40人，人均年务工收入近 2万元。
据永久村党总支书记李齐应介绍 ，

2018 年上半年， 周大情因粮食库容不足而
发愁。 而该市财政投入资产收益扶贫民生
工程准备落户永久村， 村里有意嫁接这一
扶贫项目，双方一拍即合。 周大情与村委会
签订合作协议，协议明确财政投入 39 万元
建设 500 平方米粮食仓库归村集体所有，
建成后租赁给周大情农场使用。 周大情每
年按期向永久村缴纳 2.34 万元的资产收益
分红，村里将收益全部分给 55 位建档立卡
贫困群众。

目前， 周大情家庭农场现已初具规模，
去年养鸡鸭鹅 3万羽， 产粮油 340 万公斤，
年销售稻谷 1346.64 万公斤， 年销售额达
5570 万元，净利润达 600 万元，成为全国水
稻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示范县核心示范区、桐
城市富锌稻米生产核心示范区、桐城市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安庆市示范家庭农场。

解难题 课后服务花样多
■ 本报通讯员 汪萍 马家贵

3 月 17 日傍晚， 笔者走进肥西
县花岗学区中心学校，原本放学后寂
静的校园却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热
闹景象， 学校各功能室仍然人气十
足，四点半的“延时课堂”里不时传出
学生的欢呼声和掌声。

近年来， 家长与孩子间接送的
“时差”难题日渐引起社会关注，为减
轻家长顾虑， 同时促进学生多元发
展，建议学校提供课后托管服务的呼
声越来越高。

今年新春开学伊始，花岗中心校
便开始紧锣密鼓推进课后服务工作。
该校新校区于去年 9 月份正式投入
使用， 经过一学期的积累与沉淀，学
校各功能室已正常投入使用，社团发
展日渐成熟， 学员队伍也日渐壮大，
文体活动大放异彩，为课后服务提供
了广袤的空间。 “创美绘”美术社团、
“博弈青春”象棋社团、“小球大为”乒

乓球社团 、“梨园苗苗 ” 戏曲社团 、
“小小华罗庚”趣味数学社团 ……这
些听起来趣味十足的社团极大地丰
富了学生们的课余生活，也为学生的
个性化发展提供了选择。

“经过前期的摸索和学习，我们
课后服务工作逐渐开展得有声有
色。 首先我们坚持自愿自选原则，坚
持专人专任专业教学模式， 缓解家
长压力的同时， 也加强学生综合素
质的培养。 目前我们以 ‘普惠性托
管’模式为主，在不加重学生课业负
担的前提下，为学生安排作业辅导、
阅读 、文体等活动 ”，花岗中心校校
长何洁介绍道。

为与家长做好沟通衔接，该校在
服务开展前便向家长发放了《关于课
后服务致家长一封信》， 信中公开服
务事项，将课后服务时间、服务内容、
服务方式、 安全措施等均告知家长，
并征询家长意见，家长可根据实际需
要选择。

3 月 23 日，为创建辖区妇女安全健康平等的工作环境，依法维护妇女合
法权益， 合肥包河区常青街道油坊岗社区邀请合肥蓝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为辖区妇女开展了一期《民法典》之保护妇女权益普法宣传。

本报记者 姚林 本报通讯员 陈海燕 摄

妇女权益普法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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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点制作、电子装接、汽车驾驶、
插花与茶艺……日前， 淮河中学的初
中部学生来到淮南市职业教育中心，
感受了一次劳动技术教育和职业体
验。在一间间实训室里，学生们在体验
劳动快乐的同时， 也对职业教育有了
更直观的了解。

近年来，淮南市坚持内涵发展、特
色发展， 完善深化系统培养、 多样成
才、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式，持续推
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营造人人皆可
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

从探索到创新，
搭建梦想桥梁

获得“江苏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个人 ”称号的李如芝 ，毕业于淮
南卫校 ，这里的求学经历 ，让她成长
为勤奋、求实、德诚、医精的医护工作
者。 她的班主任回忆道：“李如芝不但
学到了专业医学知识，更学到了责任
担当。 ”

按照《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 淮南市以提升职业教育质量为
主线 ，实施一批重大项目 ，实施特色
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打
造一批高水平实训基地等； 开展 1+X
证书制度试点、积极组织开展 1+X 证
书制度试点。

目前，该市 13 个实训基地、12 个
示范专业、4 个特色学校被省教育厅
分别确定为省级示范实训基地、省级
示范专业和省级示范特色中等职业
学校。5 所职业学校承担的“1+X”证书
试点工作，试点证书 34 个，各项证书
考证通过率均在省内名列前茅。

“从职校考入大学，圆了我的大学
梦。 ”2020 年，毕业于淮南职教中心的
蒋络绎以高考 625 分考入蚌埠学院，
她开心地告诉记者 ， 淮南职教中心
“行胜于言” 的学风成为她的行动坐
标，在这里，学历得到提升，专业技能
也同样丰富，她对未来的职业生涯充
满了信心。

随着淮南市完成中等职业教育布
局结构调整， 全市 15 所中职学校，实
现专业差异化发展，搭建了上下贯通、
左右衔接的人才培养 “高架互通”，构
建了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相衔接的
职业教育人才成长通道， 满足职业院
校学生升学和就业双重需求。

近年来，淮南联合大学紧跟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而“动”，跟着产业的调
整升级而“走”，围绕企业技能人才需
求而“转”，针对淮南市打造五个百亿
产业的人才需求 ，增设了 “新能源汽
车技术”“新能源装备技术 ”“工业机
器人技术” 等专业，43 个常设专业彰

显地方元素 ， 与地方产业匹配度达
98%， 正在成为高质量发展产业大军
的重要培养基地。

从就业到成才，
打造“工匠摇篮”

走进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 陕汽
淮南专用汽车有限公司里是一片忙
碌， 安坤每天都要负责罐车生产车间
的全过程质量管控， 来自安徽工贸职
业技术学院的他， 已是专用车分厂的
副厂长。

而他的同事陈勉然毕业于安徽省
工业高级技工学校，虽然只是中职，但
在那里学到的汽车维修技能， 让他的
一技之长有了用武之地。

“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必须结合区
域经济的发展和支柱产业的人才需
求， 着眼于培养学生掌握技能和毕业
后找到最佳出路。”淮南市职教中心负
责人告诉记者，只有社会认可，学生在
社会中才有用武之地， 职业教育才真
正有了生命力。

把课堂直接搬到企业， 通过专业
对接行业，课程对接岗位，为企业量身
定制课程……2019 年，淮南联合大学
面向安徽泉盛化工有限公司进行了高
职扩招专项招生，创新“送教入企、产
教融合、三同育人、服务产业”人才培
养模式，以“量身定做”实现人才培养
“对口”与“接口”的零距离。

“家有千金，不如一技在身！ 淮南
市依托淮南职教集团，面向市场，服务
发展，优化专业结构设置，大力推进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 ”淮南市教育局相
关负责人王国民告诉记者。

2018 年以来，淮南市职业院校先
后与 81 家省内外企业开展深度合作
交流，淮南联合大学、寿县科技学校被
确定为安徽省第二批校企合作示范学
校，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芜湖中
集瑞江汽车有限公司 、 淮南职教中
心—华拓金服数码科技集团分别被省
教育厅授予 “第二批安徽省校企合作

示范基地”称号。

从实训到品牌，
铸就出彩人生

“普教看高考，职教看技赛”。技能
竞赛是职业教育最让人期待瞩目的环
节，也是中等职业教育区别普通教育、
展现学子才能和技能的好形式。

在汽车实训中心， 参赛选手在实
操过程中锻炼分析判断、 执行能力和
团队配合能力；钳工比赛现场，参赛选
手审图、划线，锯、锉、钻孔，各道程序
环环相扣；学前教育专业比赛现场，学
生们声情并茂的讲述……无论是淮南
的职业院校， 还是中职学校，“理论与
实践并重，教学与技能并举”的实训已
成为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 “法宝”，
也为技能大赛奠定了基础。

姬满陈入学淮南市职教中心时的
成绩只有 263 分， 却在技能大赛中崭
露头角， 最终获得了国家技能大赛二
等奖的好成绩， 被淮南师范学院机电
专业免试录取。 3 年来，职教中心在技
能大赛中已获得省级一等奖 11 个，国
赛二等奖 3 个。

淮南卫校孙可可获得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护理技能大赛一等
奖， 创造了安徽省中职学校护理技能
大赛的历史最好成绩； 在第三届中国
“互联网+”快递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中，淮南联合大学绿创队项目“绿色回
收型快递柜” 获得大赛金奖……自
2008 年起， 淮南市已连续举办 12 届
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 参加比赛的
项目与人数逐年增长，2020 年职业技
术大赛项目已经达到 43 个。

“学会一门技能，富裕一个家庭，
带动一方经济。 ”2020 年度，淮南市职
普比约为 55：45， 中职学校毕业就业
率为 96.7%，4 所高等职业院校毕业
生就业率达 95%以上。 如今，职业教
育不仅为淮南市培养输送了大批高素
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更为千万
家庭解决就业、增加收入带来了福音。

为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红色历史，3 月 18 日， 在合肥市
蜀山区南七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南七街道组织华府骏苑
小学学生讲述革命故事，培养学生牢记革命历史，争做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本报记者 胡娅莉 摄影报道

淮南中职学生进行汽修实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