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站式服务”促家庭和谐

■ 本报记者 贾学蕊

本报通讯员 王馨

“老师，我们是再婚家庭，青春期的孩子现在和我的关系像陌生
人，请您帮帮我…”近日，芜湖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平安芜家”婚姻家
庭咨询服务站接到了这样一个特殊家庭的求助。听心声、记问题、约时
间、做方案……很快，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为这个家庭量身打造了一套
方案，通过持续的谈心和指导，逐步缓和了家长和孩子的关系。

去年 10 月 8 日，位于芜湖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平安芜家”婚
姻家庭咨询服务站正式运营。“我们主动与司法部门联合谋划、整合资
源，以项目运作的方式打造‘平安芜家’婚姻家庭咨询服务站，并入驻
芜湖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芜湖市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心成立 2
个多月来已接待 42 人次， 其中为妇女和家庭成员当面解答婚姻家庭
中法律类问题 21 起，接听心理类咨询电话 18 起，开展线下面对面心
理疏导 3 次。

芜湖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于 2020 年底建成并投入试运行。 中心
建筑面积 4087 平方米， 整合全市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和相关司法行政
职能，是芜湖市倾力打造的综合性、一站式、示范性为民服务窗口。 由
芜湖市妇联牵头打造的“平安芜家”婚姻家庭咨询服务站入驻公共法
律服务中心后，设立了“婚姻家庭咨询服务”“芜家工作室”和“新婚课
堂”3 项品牌工作， 组建了一支具备专业法律知识和心理咨询专业特
长的婚姻纠纷调解队伍，为办事群众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一站式”
服务。

“我已经离婚了，但还是受到丈夫的打骂欺负，土地使用经营权也
要不到，心里非常憋闷。 ”55 岁的李女士在女儿陪伴下到服务站求助。
“一味的隐忍躲避解决不了问题，打人骂人是违法的，前夫离婚后还在
打你，你应当立即报警，让他受到法律的惩戒；离婚时没有明确约定，
离婚后土地经营使用权要不回来，可以先收集证据，向土地管理部门
求助，也可以到法院起诉。 ”了解到这位女士的难题，服务站工作人员
在指导她依法维权的同时，工作站还现场开展心理疏导，为她排遣心
理压力。

记者了解到，“平安芜家” 婚姻家庭咨询服务站配备了专用办公室
及私密谈话间，面向婚姻家庭服务的专设窗口，工作日轮流值班接受现
场咨询、线上线下联动，开展常态化的免费婚姻纠纷调解工作。同时，服
务站与法律援助、司法鉴定、仲裁等其他公共法律服务形成精准对接、
高效衔接，以综合调解辅导为渠道，通过联合司法部门向婚姻家庭纠纷
当事人提供专业服务、联合民政部门向新婚夫妻开展新婚教育等方式，
引导建立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近年来，芜湖市妇联不断加强婚姻家庭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提
升妇女维权专业化水平。全市 8 个县（市、区）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
员会、婚姻辅导室全覆盖，118 名专兼职调解员受理婚姻家庭矛盾纠纷
1070 件、成功调解 587 件，妇联组织协助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3 份。

“我们将持续提升婚姻家庭咨询服务站的服务品质，利用法律工
作者和心理咨询师的专业优势，为妇女群众提供更全面、更有温度的
婚姻家庭服务，更好地满足千家万户的现实需求，服务平安芜湖建设
大局。 ”芜湖市妇联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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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教育呼唤“精准滴灌”

随着电信诈骗手段逐渐升级，背后的技术壁垒也越来越高。 如果
说诈骗团伙用虚假 App 来操纵“杀猪盘”“割韭菜”，那么参与制作涉
诈 App 的人员相当于在背后“制刀”。 近日，中国计算机学会、武汉计
算机软件工程学会携手 IT 专业百名教授和千名学生发出倡议： 坚决
不做技术“制刀者”。

新闻媒体追踪调查国内多起诈骗案件发现，不法分子利用“技术
中立”“可挣快钱” 等借口利诱一些年轻技术人员， 向他们订购涉诈
App，使他们沦为背后的“制刀者”。 报道中，一位检察官为这些“制刀
者”画像：90 后 IT 男为主，大学以上学历，明知他人可能利用 App 实
施违法犯罪行为，或积极配合“直接发力”，或放任不管“间接助攻”，并
多以“技术中立”为挡箭牌，游走于法律边缘。

从这幅画像不难看到，绝大多数“制刀者”并非天生恶徒。相反，他
们毕业于名校，掌握当下热门技术，本应有光鲜生活和美好未来，却自
觉不自觉地沦为犯罪帮凶。 他们对于自己的技术将被用来干什么，并
非毫不知情但仍执意为之，原因是有人想“赚快钱”，选择铤而走险；有
人深信 “技术至上”“技术中立”“技术无罪”， 认为自己只是搞技术开
发，没有参与具体的诈骗行为，不算犯罪，直到身陷囫囵才深刻明白
“技术是把双刃剑”。

不错，技术本身是无罪的，但掌握和运用技术的人却是有立场、有
欲望的。当下，技术并不中立、科技理应向善的理念，已成为社会共识。
问题是，如何将这份社会共识，内化为 IT 从业者的职业伦理。 从这个
角度说，IT 从业者发出“坚决不做技术‘制刀者’”的倡议正是一种行
业自省。 但显然，仅有倡议远远不够。

多年前，清华大学生“硫酸泼熊”事件曾引发热议。 人们由此反思，
是人文教育的缺失、同情之心的丧失，导致了他行为方式的畸变。 多年
后的今天，一些天之骄子沦为技术“制刀者”，何尝不是人文教育缺失带
来的隐性后果。 IT人才的培养不能只注重技术层面而忽视人文层面，
不能培养出一批“只懂技术，灵魂缺位”的单向人才，而是要培养有正确
人文伦理观念、能明辨善恶是非的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

高校 IT专业人文教育、法治教育呼唤“精准滴灌”。 应该说，当前高
校大思政课不乏人文教育的内容，但倘若只是照本宣科、泛泛而谈，既
没有针对性也难以走进学生心里，“精准滴灌”势在必行。 要让 IT学子
们意识到，传统“技术中立”的观念必须改变。 技术是把双刃剑，如何合
理利用同样关键。 拥有高超技术可以制作锋利“宝刀”，但“宝刀”用来做
什么，必须划出底线，任何人都不能越界。IT专业应适时开设职业伦理、
社会责任之类的课程，引导学子涵养正确的价值观，还可以邀请司法人
员走进高校开展普法讲座，结合新型诈骗案例及时预警。

注重专业成才，更重视“精神成人”。 让学子们有是非观、有判断
力，学会责任与担当，他们就不会沦为技术“制刀者”，而是会成为最坚
实的反诈“防火墙”。 执笔：刘振

··看见小康 续写荣光輥輥輱輱訛訛

·延伸阅读·

激发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活力
2020 年 11 月 5 日 ，《安徽省推进科技

特派员创新创业五年行动计划（2020—2025
年）》出台，提出到 2025 年，全省要完善一批
创新创业政策体系。 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支
持政策体系、评估体系进一步优化，科技特派
员服务领域进一步拓展， 基本实现区域特色
产业全覆盖。 培养一批科技创新创业人才。
省、市、县三级科技特派员总数达到 8000 名
左右，其中，选认省级科技特派员人数 1000
名以上；选认省级科技特派员法人单位 20 个
左右。打造一批创新创业平台载体。建成省级
科技特派员信息服务平台， 建设省级以上农
业科技园区 70 个左右，组建科技特派员工作
站等服务载体 500 个以上。 形成一批创新创
业典型模式。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服务新

型经营主体、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科技特派
员创新创业先进典型模式。

为实现目标，要健全选认机制、搭建服务
载体、创新服务方式、完善激励机制。可创新方
式，实现省级科技特派员创业和技术服务乡镇
全覆盖，注重多领域选认科技特派员，引导科
技特派员创新创业服务由一产向二、三产业拓
展，建立企业“科技专员”制度，加强产学研合
作人才培养。可建设覆盖省、市、县三级的科技
特派员信息化服务平台，支持科技特派员在符
合有关规定前提下，以科技成果或知识产权入
股、资金入股、技术入股等多种形式，与服务对
象结成“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
激发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活力。

（本报记者 罗宝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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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是天长市地方特色主导产
业，就像大多数企业一样，晶锋集团
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也曾面临不少
技术困境，比如电缆材料科技含量不
高导致产品质量稳定性不够，特别是
应对极端天气不利等问题。

从 2018 年起 ，合肥工业大学化
工学院丁运生教授及其科研团队 ，
作为科技特派员与企业结对帮扶 。
他们通过攻克电缆材料核心技术难
题和优化生产工艺， 一举突破企业
的技术困局，增强了产品耐高、低温
性能，将生产周期从 10 小时缩短至
4 小时，生产成本减少约 20%。 新产
品 2020 年投入市场以来，已实现产
值 3000 多万元。 “我们突破了高性
能线缆技术领域所存在共性关键技
术瓶颈， 整体提升了天长市乃至全
省电线电缆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丁
运生说。

晶锋集团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只是众多受益企业之一。通过成立高
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科技特派员工
作站，天长市先后联系中科院合肥物
质研究院、 合肥工业大学等 10 多个
高校院所作为法人科技特派员，面向
50 多家乡村振兴企业开展全产业链
技术服务。法人单位合肥工业大学不
仅长期派驻人员跟踪服务，还设立了
“合肥工业大学技术转移中心天长分
中心”，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企业出题 、政府立题 、高校解
题、市场阅卷。中小微企业独立投入
研发 ，往往能力不够 、热情不高 ，遇
到技术问题就会绕着走， 没有技术
就不敢接订单。科技特派员的进驻，
让企业实现了超前研发， 带来经济
效益的持续增长，反过来更加敢于、
愿意投入研发。”天长市科技局负责
人介绍说。该市设立每年 1000 万元
至 1500 万元的科技特派员创新创
业专项发展资金， 对法人单位与结

对企业共同实施的研发项目给予评
审补助 ，2020 年共拨付补助资金总
额 600 万元，去年有 31 个项目提出
申请、已立项 23 个。

“在天长，科技特派员制度正实
现从农业领域到工业领域， 从技术
扶持到政策加持， 从点的突破到面
的覆盖三个转变。”天长市科技局负
责人表示 ，以服务 “三农 ”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以科技人才为主体、以科
技成果为纽带， 科技特派员制度把
创新的动能扩散到田间地头、 工厂
车间， 推动了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

创新力强了 振兴路畅了

把科技特派员制度作为服务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引擎，天长市创新合作模式，出台激励机制，释放科技创新活力，推动

科技成果在田间地头、生产一线转化———

科技赋能 乡村振兴再出发

■ 本报记者 罗宝

特派员来了

养殖户笑了

“头一天刚给科技特派员陶金萍打电
话，咨询给羊打疫苗的事情，第二天她就到
我家里来了，还带着仪器上门检测。”近日，
天长市大通镇养羊大户邬岳琳高兴地说，
“有特派员做后盾，咱农户搞养殖的信心更
足了。 ”

当天，在陶金萍指导下，邬岳琳对自家
养殖场的湖羊进行健康检测， 为打口蹄疫
等疫苗作好准备。

邬岳琳过去在镇上的一家养殖企业上
班，掌握了养羊技术后，他自己办起了养殖
场， 并加入该养殖企业领头创办的养殖服
务专业合作社，养殖规模从最初的几十头，
发展到现在的近万头。 他也是天长市农业
农村局畜牧业农技人员、 科技特派员陶金
萍结对指导的农户之一。每一年，陶金萍都
要到邬岳琳的养殖场来十多次， 推广养殖
技术、指导消毒防疫。

“作为科技特派员，我们不仅要服务农
业龙头企业、种植养殖大户，还要帮扶小农
户，用我们的技术和资源让农民普遍受益，
这样才能整体提升农业科技水平， 助力乡
村振兴。”陶金萍告诉记者。每次走村入户，
她都要张贴服务情况表，做好工作记录，制
定入户技术指导方案。 有时候遇到技术难
题， 她也会邀请国内知名专家科技特派员
一道入户，帮助群众化解难题。

在陶金萍服务的天长市大通镇周氏羊
业有限公司，28 栋高床设施集约化饲养大
棚内，有湖羊、波尔山羊、千秋山羊、东弗利
生羊等各个品种的肉羊 2 万多头， 而拌料
和饲喂的工人仅 4 人。“自从公司设立了科
技特派员，不仅推行了高效集约化养殖、动
物疾病防控等技术， 还进行了一系列品种
改良。 我们本土‘千秋山羊’品种的保护和
培育，刚刚通过省级新发现遗传资源鉴定，
正上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企
业负责人周建军说。

周建军的养殖企业在天长市科技部门
帮助下， 协调引进刘守仁院士、 陈宏权教
授、储明星研究员等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的
畜牧养殖专家， 建立院士工作站和科技特
派员工作站。有了近 10 名科技特派员的技
术支持，几年时间，企业就发展成为省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年出栏商品羊 6 万多
头； 创办的养殖服务专业合作社发展会员
100 多人， 带动周边一大批农户实现了养
羊致富。

产业链长了 附加值高了

近年来， 天长市建立了 3 家省
级 、4 个县级科技特派员工作站 ，选
聘了 52 名县级农业科技特派员。 该
市还选聘中国农业科学院、安徽省农
科院等高校院所 20 多名专家作为科
技特派员， 与 52 名县级特派员一起
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

在天长市圣丰生态农业园，不仅
有大面积的蓝莓、樱桃、芡实的种植
园，还有果品深加工生产线，芡实和
蓝莓新品种培育中心和试验田，一个
农产品展销及餐饮休闲中心也初具
规模。 “我们从一产向三产融合示范
基地的转变，得益于与几家高校科技
特派员的深度合作。 ”园区副总经理
徐有山说，园区芡蓝多功能复合型饮
料等新产品即将推向市场，可大大提
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据了解，圣丰生态农业园柔性引

进滁州学院的相关专家作为科技特
派员，开展芡实新品种选育及芡实品
质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如今，园区
新品种芡实鲜籽产量从每亩 300 多
斤提升到 700 斤。 此外，园区与滁州
学院、江南大学、合肥师范学院的科
技特派员合作，启动芡实、蓝莓等中
药提取、果品深加工项目；与吉林大
学的科技特派员合作， 攻关蓝莓、樱
桃栽培新技术和果酒加工。

农业科技的推广主要靠示范带
动。天长市构建起“1+16+N”的市、镇、
村三级农业科技示范基地，让最新的
科技成果从书本走到田间地头。该市
整合项目资金， 投资近 800 万元，在
省级农业科技园建设 352 亩稻麦新
品种、新技术、新装备“三新”示范基
地，与中国水稻研究所、省农科院等
单位合作，开展水稻栽培和稻田综合

种养方面的技术研究、集成示范和推
广应用；依托 16 个镇（街）农技站，分
别建设一个“百亩绿色高产高效示范
基地”，开展优质品种、绿色生态农药
药效、 水稻侧深施肥等 15 个大项 40
多个小项的试验示范；依托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和农业合作社，建设了周
氏羊业有限公司等一批村级农业科
技示范基地。

通过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合作、校
企联合开发合作、 引进人才合作，近
两年天长市每年推进的重大产学研
合作超过 20 项， 其中涉及农业新品
种培育、农产品深加工的合作超过 3
项。依托省、市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天
长市还有针对性地对农业种养大户、
家庭农场主、 农业创新创业人员、农
业科技人员进行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