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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就业 省心！

“通过小程序 ，我终于找到自己中意的工
作。 ”近日 ，淮北市相山区东街道供电社区居
民郭淑芹告诉记者。

45 岁的郭淑芹家庭情况比较特殊，她的丈
夫是残疾人， 家里有年迈的婆婆和两个孩子需
要照顾。 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郭淑芹在
“社区快聘”小程序上进行注册，成功找到了一
份理想的工作。

就业促进行动开展以来， 淮北市认真谋划、
研究制定方案， 力争 2022 年实现全市 166 个社
区“三公里”就业圈全覆盖，促进居民在家门口实
现就业。 目前，供电社区“三公里”就业圈共有企
业、个体工商户 300 多家，提供岗位 1000 多个。

“下一步，我们将及时掌握县区‘三公里’就
业圈工作进展情况，提供‘7×24 小时’全天候线
上就业服务，同时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将求职
者与岗位按行政区划位置进行数据化匹配，实
现精准化社区招聘。”淮北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

唱响“皖美味道” 用心！

为加快推进“新徽菜·名徽厨”暖民心行动，
打造一批新徽菜、名徽厨，宣城市今年以来加强
徽菜师傅职业技能培训，构建“定点培训+基地
建设+技工院校”技能人才培训体系，形成名特
小吃产业“一县一品牌、一店一特色、一人一绝
活”的餐饮行业新格局。

截至目前， 该市开发徽菜师傅培训项目 26
个，认定徽菜师傅职业技能培训承训单位 22 个；
开展“徽菜徽厨”师傅技能培训 1184 人次；建立
餐饮类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9 家，认定 1 家烹饪
行业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徽菜徽厨”相关职业
（工种）多层次评价体系逐步建立完善。

“老师教得好，大家都能学会，技能很实用，
我们正在考虑做小吃生意。”蚌埠市禹会区杜郢
村村民周秀兰说。

在“新徽菜·名徽厨”暖民心行动中，蚌埠市
面向重点就业群体及灵活就业劳动者，开展徽菜
师傅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引导更多劳动者
从事徽菜餐饮服务。 目前，该市初定 12 个小吃培
训项目， 认定 3 批 10 家新徽菜培训机构，700 余
人参加了蚌埠徽菜师傅专项技能培训。

舌尖上的幸福晚年 顺心！

红烧鱼块、 梅菜扣肉、 炒豆角……8 月 15
日中午， 记者来到淮南高新区绿湾社区老年食
堂时，看到食堂的饭菜搭配合理、菜品丰富。

“社区食堂环境整洁、明码标价，饭菜也可
口，在这里吃饭省事又省心。 ”前来就餐的李建
国老人说。

淮南市积极探索社区老年食堂建设运营模
式，通过“个人出一点 、企业让一点 、政府补一
点、慈善捐一点、志愿做一点”的方式，让老年人
愿意吃、吃得好，企业愿运营、能运营，实现互利
双赢、可持续发展。

小饭碗里装着大民生，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
程加快，老年助餐服务是众多老年人关心的“关
键小事”，也是事关千家万户的民生实事。 芜湖
市综合考虑老年人口规模、就餐需求、服务半径
等因素，充分整合养老服务三级中心资源，合理
布局就餐服务圈，确保到 2025 年，全面建成覆
盖城乡、布局均衡、方便可及、多元主体参与的

老年助餐服务网络。
目前 ， 芜湖市投入运营的老年助餐点达

124 个，覆盖全市各县（市）区。
在马鞍山市博望区博望镇博望社区日间照

料中心，每天一到饭点，前来就餐的老人络绎不
绝。 老人们打好饭菜围坐一桌，一边吃饭，一边
聊聊家常。今年 72 岁的刘元顺老人是日间照料
中心的常客，几乎每天都来就餐，同时给腿脚不
便的老伴带一份回去。

记者了解到， 博望区积极引导市场主体参
与助餐服务， 今年将建成老年食堂不少于 16
个、老年助餐点不少于 6 个，加快构建老年人舌
尖上的幸福圈。

守护口腔健康 贴心！

“有效刷牙时间要确保在 2 分钟至 3 分
钟……”近日，在东至县举办的“健康口腔行动”
公益科普讲座上， 东至亚安口腔门诊部负责人
李元向现场 30 余名观众演示正确的刷牙方法。

口腔健康是身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身心健康、 文明水平
的重要标志。

自全省 “健康口腔” 暖民心行动方案出台
后，池州市加强爱牙科普宣传，引导群众养成按
时刷牙、定期洗牙等良好的口腔健康习惯，把好
护牙第一关。

该市还在社区配置专（兼）职口腔卫生保健
宣传员， 开展口腔卫生保健宣传进学校、 进社
区、进家庭活动。同时组织实施儿童口腔疾病综
合干预项目，开展为儿童护牙等公益活动。幼儿
园孩子和小学生每年享受免费口腔健康检查 2
次，中学生每年享受免费口腔健康检查 1 次。

黄山市屯溪区重点打造口腔医院， 整合辖
区内设备与人力资源， 与省口腔医院建立医联
体，探索构建专科医院、综合医院口腔科、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和公共卫生机构各司其职、 优势
互补的牙病防治体系。

目前，黄山市二级综合医院（含中医院）单
独设置口腔科的达 66%，服务人口超过 2 万的
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备专职口腔
医师比例达 22%， 并计划到 2025 年所有二级
综合医院单独设置口腔科，强化医疗保障，优化
医疗资源， 简化就医流程， 重点解决群众看牙
“贵”“难”“烦”问题，补齐口腔健康领域短板。

聚焦幼有所育 安心！

“小轮船是什么声音？ ”
“呜呜呜……”
“摩托车是什么声音？ ”
“嘟嘟嘟……”
记者近日走进阜阳市颍东区运动宝贝托育

中心， 五颜六色的墙面映入眼帘， 室内有长颈
鹿、大象等装饰物，仿佛置身于一个舒适明亮的
“童话世界”。

据运动宝贝托育中心负责人介绍，自暖民
心行动开展以来， 中心把原来的 16:30 放学调
整到了 18:00 放学，如果个别家长下班晚，值班
老师要看护到 20:00。 托育中心还开设暑假班，
提供暑期托管服务，更好地满足周边居民的托
育需求。

颍东区计划 2022 年新增托位数 664 个 ，
2023 年新增托位数 584 个，到 2025 年，总托位
数达 2471 个，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在“安心托幼”行动中，铜陵市持续扩大普
惠托育服务供给、 稳步提升普惠性幼儿园覆盖
率、 全面提供幼儿园延时服务。 该市明确，到
2025 年，总托位数达 7300 个、千人口托位数达

5.5 个；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 5370 个，推动实现
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超 70%，普惠性幼儿
园覆盖率不低于 90%。

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 铜陵市将实现幼儿
园延时服务全覆盖；到 2023 年春季学期，实现
有需要的幼儿全覆盖；到 2025 年，该市将基本
建立完善的幼儿园延时服务体系。

快乐运动强健体魄 开心！

记者近日来到六安市裕安区淠河小学，尽
管是暑假期间，学校篮球场却很热闹。随着裁判
的开赛哨声响起，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奋力拼搏，
观众们在场边呐喊助威。 这是由六安市裕安区
委组织部、宣传部等六部门主办的青年篮球赛，
比赛一共有来自当地城乡社区和各单位的 30
支队伍参加，获胜队伍还将参加市级决赛。

随着暖民心行动逐渐深入， 六安市快乐健
身的氛围愈发浓厚。 到 2023 年，六安市将全面
完成 224 个小区、515 个行政村现有健身设施的
维修、 改造和提升， 完成未配建健身设施的 84
个小区和 39 个行政村的配建工作，实现城乡居
民身边健身设施全覆盖。 到 2025 年，六安市新
建全民健身步道不少于 260 公里， 实现城市功
能、体育元素、文化旅游等公共空间连点成线、
互联互通，基本形成“城乡有统筹、健身有地方、
运动有技能、活动有氛围”的全民健身新格局。

该市还将加强对各级各类体育社会组织的
引导和管理， 将运动项目的推广普及作为主要
评价指标， 推动体育协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常态化开展体育项目培训，每年培训不
少于 6.5 万人次。

“虚位以待”停车 舒心！

“把边角空地改造成停车场，这件民生实事
做得好！ ”近日，在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与巢
湖路交口， 新建了一个能容纳百余辆机动车的
公共停车场，车主们纷纷点赞。

这片空地原来布局凌乱、垃圾随意堆放，影
响城市美观。在此设置一处公共停车场，不仅解
决了环境问题，也极大缓解了周边停车难问题。
除盘活土地资源建设公共停车场外， 合肥市还
加快推进停车资源共享，盘活闲置停车泊位，提
高利用率。目前，合肥市共有 120 多家党政机关
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开放停车场， 释放停车泊位
3 万多个。 试点错时共享停车场 200 多个，释放
共享停车位 6 万多个。

该市还开启智慧停车新模式， 打造全市统
一的智慧停车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接入 813 家
公共及配建停车场数据、24.5 万个停车泊位信
息，打破停车信息资源数据壁垒。

“以前，每次去火车站接送乘客，车子都找
不到地方停。如今，站前广场修建了一个大型停
车场，方便司机和乘客。 ”8 月 17 日，滁州市全
椒县出租车司机王先生说。

今年，滁州市将通过新建住宅配建一批、老
旧小区改建一批、公共建筑新建一批、独立选址
新建一批、现有泊位改造一批、闲置泊位盘活一
批、路内泊位施划一批等方式，城区新增城市停
车泊位 1.9 万个以上， 其中公共停车泊位 2100
个以上；各县（市）新增停车泊位 1.4 万个以上，
其中公共停车泊位 3000 个以上。

提升家政服务 放心！

“从上面往下推，推 3 分钟至 5 分钟……”
近日，在亳州市家政服务协会培训室内，近 20
名学员听着授课老师讲解小儿推拿手法， 这是
月嫂、育婴嫂上岗前的必学课程之一。该市制定
了放心家政行动实施方案， 通过加强技能培训
等 10 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提升全市家政从业人
员的服务水平，让市民享受更好的家政服务。

目前， 亳州市正常经营的家政公司有 240
家左右，家政从业人员约 6000 人，家政服务供
给量仍存在较大缺口。 该市计划在今年内培训
家政服务人员 4 万人次；2023 年， 培训家政服
务人员 4.5 万人次；2024 年至 2025 年， 每年培
训家政服务人员 2 万人次以上， 争创 1 家省级
优秀家政服务企业，着力打造一批“放心家政”
品牌。

“到 2025 年，实现家政服务职业道德及实
训能力应培尽培， 推动新增家政服务人员 3.24
万人，推动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覆盖所有县区，
让市民‘放心’。”亳州市商务局商贸科科长王井
雷告诉记者。

增添菜篮子获得感 上心！

宽敞的过道、干净光洁的瓷砖、特色鲜明的
功能区……记者来到改造一新的安庆市大观区
四方城智慧农贸市场， 只见该市场在空间设计
和内部设施方面都进行了全面升级。

四方城智慧农贸市场高标准建设了
活禽区“三隔离”、新风系统和污水处
理系统。 同时，该农贸市场还比照
超市水产区，为水产摊位提供标
准化鱼池、杀鱼台、高压水枪，全

面改善水产区操作环节和环境卫生。
“前几天听说改造后的四方城菜市场试营

业了，今天我特意过来看看。 发现这里不仅货
物齐全，环境也舒适，买菜就像逛超市一样。 ”
家住周边小区的闫女士告诉记者。

四方城智慧农贸市场的 “净美之变 ”是安
庆市推进菜市场“建改转”工作的一个缩影。 该
市 3 年内将全面完成城区 72 家固定菜市场 、
30 处骑路市场“建改转”工作。 同时，坚持做到
“三个必须 ”：骑路菜市场必须取缔 ，老旧菜市
场必须改造 ，新区建设必须同步配套 ，集中解
决城区菜市场整体标准化水平不高、服务盲区
和骑路市场等问题 ， 打造群众满意的文明菜
市、放心菜市。

夕阳生活色彩多 宽心！

“根据老年学员的需求，我们梯次设置课程，
完善课程体系，不断提升教学水平，满足广大老
年学员的求知欲望，为老年人的幸福晚年增添色
彩。 ”近日，宿州市埇桥区老年大学相关负责人
说，老年大学共设置 5 个系 27 个教学专业，提供
的基本服务课程有健康养生、法律知识、书法绘
画等，后续还将增设剪纸、音乐、舞蹈等。

埇桥区加快“区—街镇—村居”三级老年教
育场馆建设，目前该区 36 个街道、乡镇均明确
了以街道、 乡镇文化站为主要场所设立老年学
校，街镇覆盖率达 100%。

该区在 294 个村和社区建立老年教育学习
点，村和社区覆盖面达 79%。 该区还将老有所
学行动进一步下沉，重点开展了“老有所学行动
网格化建设”“居民小区学习点和家庭学习点的
建设”工作，有效地把老年学习者组织起来，保
证各类教育活动深入开展。

为提升老年教育供给能力， 宿州市统筹推
进市、县（区）老年大学和乡镇（街道）、村（社区）
老年学校（学习点）建设，加大在教学资源、师资
队伍、示范学校、老年智慧教育等方面的建设力
度，全面提升老年学校办学水平，让老年人学得
了、学得好。

暖民心行动，
将心比心绘就幸福底色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
省委部署实施暖民心行动，是践行“两个维护”、讲政治的具体行动，是造福人民群众、兑现庄

严承诺的具体行动，是回应群众呼声、社会需求的具体行动。 全省暖民心行动工作部署推进会议召
开以来，我省各地因地制宜，细化实施方案，实化工作举措，认真抓好就业促进、“新徽菜·名徽厨”、
老年助餐服务、健康口腔、安心托幼、快乐健身、便民停车、放心家政、文明菜市、老有所学十项暖民
心行动的落地见效，用更多暖心的行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做好人民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
小事”，人民群众在一件件民生实事中看到了变化、见到了成效、得到了实惠。

▲ 近日，安庆市
大观区四方城智
慧农贸市场。

本报记者 陈
成 本 报 通 讯 员
项顺平 摄

荩 近日，在滁州市
紫南社区，医务志愿
者向小朋友们示范
讲解如何正确刷牙
等口腔健康知识。

本 报 通 讯 员
董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