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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栅洁会见“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春
本报讯 （通讯员 宗禾 记者 朱胜

利）8 月 23 日上午 ，省委书记郑栅洁在
合肥会见 “中国好人 ”李培生 、胡晓春 。
省委常委 、 省委宣传部部长郭强参加
会见。

会见中 ，郑栅洁与李培生 、胡晓春
亲切交谈 ， 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生活
情况 。 他说 ，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
信 ，既是对 “中国好人 ”的关心关怀 ，也
是对全社会的殷切期望 。 做一件事不
难 ，难的是多年如一日认认真真 、持之
以恒做一件事。 你们长年扎根基层、敬
业奉献 ， 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

的业绩，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希望继续
发挥好榜样作用 ，积极传播真善美 、传
递正能量 ，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善 。
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 ， 大力弘扬好
人模范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 ， 加强
公民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 ， 提升全社
会文明素质。

李培生 、胡晓春同志表示 ，一定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 ， 珍惜荣
誉 、再接再厉 ，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努力在本职岗位上作出更加出
色的业绩。

建好温馨校园 培养“五育”之花
■ 本报记者 陈婉婉

8 月下旬，秋季新学期开学进入倒
计时状态，位于合肥市西郊的小庙中心
学校不久前刚结束暑期整修，焕然一新
地等待着开学。

小庙中心学校是一所典型的城郊
接合部乡村校。 据学校统计，约有三分
之一的家长因为进城务工常年不在家，
孩子由家中老人看管。 “对于这些留守
儿童来说， 更多的教育要依靠学校，因
此把乡村学校建好，意义尤其重要。 ”校
长谷云一直这样认为。已经在这所学校
任职 10 余年的他告诉记者，近年来，校
园每年、每学期都在发生变化，变得越
来越美丽、越来越温馨。

“就拿这两年来说吧，去年区里拨
款给我们重建了塑胶操场，跟原来的操
场比，质量更好也更环保；今年上半年，
又将全校 20 多个班级的‘班班通’设备

进行更新，老师同学们使用智慧课堂更
快捷。 ”谷云说，“你看我们学校在这个
暑假里又变了！两栋教学楼的楼梯不仅
重新铺设地面， 还更换了更牢固的扶
手，两边墙壁上易脱落的传统瓷砖也换
成了由轻质新材料制成的护墙板……”
他高兴地带着记者在校园里参观，指着
一处处细节介绍说。

早在 2020 年，教育部就发出了《关
于推进乡村温馨校园建设工作的通
知》， 对推进乡村温馨校园建设工作进
行了全面部署。 今年 3 月，省教育厅也
就加强乡村温馨校园建设工作发出通
知，要求结合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以
及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的实
施，加快推进乡村温馨校园建设，努力
推动实现乡村温馨校园全覆盖。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乡村温
馨校园建设首先要“硬件够硬”。具体来
说，布局建设要科学合理，校址要选定

在没有自然灾害潜在危险、学生上下学
距离适中、 路途无明显安全隐患的位
置。学校设置的规模要与当地适龄人口
相适应，消除大班额。 校舍建设符合国
家规定的设计规范。 保障教室坚固、适
用、通风，符合抗震、消防安全要求，自
然采光、室内照明和黑板材料符合规范
要求，利于学生视力保护。 配备保障学
生安全与健康的基本设施设备，落实人
防、物防和技防等相关要求。

在具体办学中，一定要把办学条件
保障到位。 在乡村学校中，也要配齐运
动场地、音体美器材、图书、实验仪器，
实现互联网接入、 无线上网和智慧教
学。 生活设施实用够用，建有足够的食
堂（伙房）、水冲厕所、饮水等设施设备，
食堂实现“明厨亮灶”、就餐环境卫生干
净，上学期间能供应开水。 寄宿制学校
建有足够的宿舍、浴室，宿舍楼内洗漱
卫浴设施配备齐全、使用方便，浴室能

保障学生洗浴“周周洗”。适应当地气候
条件，配有必要的采暖或消暑设备。 配
备必要的教师休息室，为路远教师提供
周转房或交通保障措施。

“校园建得好 ，我们教书育人更要
上心， 一定要 ‘五育并举 ’ 培养好学
生。 ”谷云说。 学校不仅开足开齐了国
家规定课程， 按照国家课程方案和课
程标准实施教学，还突出因材施教，注
重个性化教学和针对性辅导， 积极开
展丰富多彩的综合实践和校园文体活
动。 针对学校留守儿童多的现状，学校
组织了一批经验丰富的资深优秀教
师，建起了一支“智囊团”，专门在教育
教学中为青年教师解惑支招， 手把手
带出优秀教师队伍。 实施“双减”以来，
学校调动教师主动性， 联系城区专业
俱乐部， 在学校里开设了十几个素质
拓展兴趣班，为乡村孩子开拓视野、提
升综合素养，受到当地群众交口称赞。

“暖心担”助力暖心事
■ 本报记者 朱卓

近日，徽和天下食品有限公司收到
了安徽省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
一笔 200 万元资金，公司创始人冯文敏
松了一口气，这笔担保贷款刚好解了他
的心头之忧。

2016 年 ，厨师冯文敏从北京返乡 ，
回到绩溪长安镇浩寨村创办了徽和天
下食品有限公司 。 他以臭鳜鱼制作为
突破口 ，走访多地寻找鳜鱼养殖基地 ，
拜访名师名厨了解腌制方法 ， 最终制
定工艺流程。 近两年，除了臭鳜鱼加工
基地 ， 冯文敏又相继建立了鳜鱼 、竹
笋 、 山芋等徽菜食材种植养殖示范基
地 2000 亩。

“‘新徽菜·名徽厨 ’行动方案出台
后 ，我们受政策鼓舞 ，想把产业做大 ，
弘扬徽菜文化 。 同时 ， 由于需求量增
加 ，公司急需加大原材料收购量 、强化
市场推广，资金投入随之增多。 但融资
不易 ，资金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 ”冯文
敏说。

“现在好了，手里有了资金，可以放
开手脚壮大公司产业了。 ”拿到贷款后，
冯文敏信心十足。

今年 7 月 ，省农担公司开展 “暖心
担”行动，定制推出专属担保产品，助力

暖民心行动。通过政策性融资担保服务，
引领金融资源助推暖民心行动项目建
设，聚焦徽味道、放心菜、暖心饭、促就业
等，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
盼问题。

位于宣城市杨柳镇的木子禽业专业
合作社， 日前也收到了 400 万元贷款资
金。 “我们一直想扩大合作社养殖规模，
增加用工人数，但缺乏资金，没有有效抵
押物，很难从银行获得资金支持。 ”合作
社负责人李朝木说，“‘暖心担’行动让我
们不到一周时间就获得数百万元担保贷
款支持。没想到我们不仅能贷到款，还这
么快！ ”

李朝木介绍 ， 目前合作社有员工
240 余人 ， 社员 1000 余户 ， 解决就业
4000 余人。 扩大养殖规模后，预计能再
带动就业 1000 人左右。

凝聚银行、 担保机构、 保险机构合
力，有针对性地推出金融服务产品，能够
助推暖民心行动项目建设。 省农担公司
董事长方习利介绍，针对暖民心行动，省
农担将发挥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职能作
用，丰富金融服务产品结构、拓宽产品供
给渠道、提升金融有效供给效率。通过支
持市场主体，推动供需精准对接，进一步
稳定和扩大就业， 让暖民心实事更广泛
地惠及千家万户。

·非凡的成就 安徽这十年

让企业家坐上主席台
■ 本报记者 柏松

本报见习记者 张彩莉

8 月 19 日上午，淮南经济技术开发
区召开改革发展大会。 经开区管委会邀
请 8 位企业家代表坐上了主席台， 并拿
出近 500 万元资金对经开区 2021 年度
优秀企业进行表彰奖励。

“企业家坐上主席台，在淮南经开区
还是第一次。 我们感受到了满满的诚意
和尊重。”来自浙江温州的淮南文商集团
董事长叶一平说， 这也坚定了企业在经
开区投资兴业的信心和决心。

“淮南经开区要发展 ，企业家是主
力 ，怎么重视都不为过 、怎么支持都不
算多，要树立尊重企业家、关心企业家、
爱护企业家、支持企业家的鲜明导向。 ”
淮南经开区管委会负责人程启涛告诉
记者。

作为淮南市唯一一家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 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现有规
上工业企业 88 家，已初步形成汽车及零
部件、医药健康、高端装备制造等三大主

导产业。 但在发展位次、体量能级、产业
结构等方面， 淮南经开区与经济发达地
区同类园区的差距依然很大。为此，经开
区迈开新一轮奋进步伐，向改革要出路、
向发展要效益。

淮南经开区将营造 “亲商 ”“重商 ”
“爱商 ” 的发展环境作为改革突破口 。
在改革发展大会上 ，对 2021 年度制造
业综合税收十强企业分别给予 10 万
元到 11 万元不等的奖励 ，对 8 家制造
业税收突出贡献企业 ，分别给予 20 万
元到 55 万元不等的奖励 ，对亩均效益
综合评价十强企业分别给予 10 万元
到 11 万元不等的奖励。

会上， 淮南市第一家非煤产业上市
企业、 安徽山河药用辅料有限公司董事
长尹正龙与另外 11 位企业家一起，接过
了招商顾问的聘书。尹正龙告诉记者，他
将与经开区管委会一起开展招商宣传推
介、搜集项目信息、联络引进项目，为经
开区修订招商引资政策、 优化招商引资
环境建言献策。

铜陵市加快推进“三公里”就业圈建设，扩大覆盖面、提升知晓
度，推动更多企业入驻就业圈服务平台———

匹配更精准，就业更便捷
■ 本报记者 刘洋

本报通讯员 王成

“我前段时间去社区办事 ，顺便扫
码进入 ‘社区快聘 ’小程序 ，很快就和
招聘单位匹配上了 ， 现在已经顺利上
岗 。 ”8 月 19 日 ，在安徽巨泰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内 ， 正在忙碌的张浩告诉
记者 ，能在离家仅 2 公里的地方就业 ，
他十分开心。

张浩的快速就业 ， 得益于铜陵市
“三公里 ”就业圈建设 。 全省暖民心行
动开展以来 ， 铜陵市人社局积极落实
就业促进行动部署要求 ，以建设 “三公
里 ”就业圈为抓手 ，搭建包括 “社区快
聘 ”小程序在内的 “三公里 ”就业圈服
务平台 ，推行 “政府主导推动 、社会力
量参与 、线上线下联动 ”的公共就业服
务模式 ，实现人社系统 、社区 、用工单
位 “三方联动 ”，促进供需精准对接 ，助

力居民就业。
“打造‘三公里’就业圈，深受居民欢

迎， 很好地满足了一些求职者就近就业
需求。 ”铜官区官塘社区社会事务部相关
负责人王发云告诉记者， 社区充分利用
线上、 线下各类渠道及核酸检测重点时
段，广泛宣传“三公里”就业圈建设、推介
“社区快聘”小程序，群众积极响应。

目前，铜陵市“三公里”就业圈建设
已经覆盖了 85 个社区，铜陵市人社部门

还积极推动更多企业入驻“三公里”就业
圈服务平台，当好求职者和招聘方的“牵
线人”。

“截至目前，‘三公里’就业圈服务平
台累计访问量近 11 万人次，企业注册数
1843 家， 在线岗位需求数 10912 个，累
计登记求职人数 3136 人。 ”铜陵市公共
就业人才服务局就业援助科科长程鑫昊
告诉记者。

连日来， 铜陵市在一县三区组织开
展了“三公里”就业圈工作推进会、“三公
里”就业圈服务平台培训会。

“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在扩大覆盖
面 、提升知晓度上用力 ，引导更多优质
企业、靠近居民小区企业入驻就业服务
平台 ，开发更多优质岗位 ，并将适时组
织开展技能提升培训， 促进社区居民、
高校毕业生等就地就近、多渠道就业。 ”
程鑫昊说。

8 月 22 日， 亳州市蒙城县立
仓镇薛庙村村庄与藕田等构成一
幅美丽的生态乡村画卷。 近年来，
立仓镇按照“打好生态牌，做活水
文章”发展理念，将地势低洼、水
患严重的贫瘠之地， 变成了生态
农业大镇、观光旅游名镇、宜居宜
业美丽集镇。 目前立仓镇小龙虾
养殖面积 4.8 万亩，螃蟹养殖面积
5000 亩，莲藕种植面积 4000 亩。
本报通讯员 刘勤利 王志强 摄

生态乡村田园美

凌空巡检守护铁路生命网
■ 本报通讯员 王光福

本报记者 张岳

“接地线装设完毕 ，各高空作业组
可以开始作业。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
公司合肥供电段阜阳供电工区接触网
工胡克阳说。 8 月 17 日下午 2 时，在京
九线阜阳站 3 区域 ， 胡克阳和其他 10
名职工冒着铁路道床近 50 摄氏度的高
温开展检修作业。

接触网被誉为电气化铁路的生命
网。 在检修作业现场，两架作业车梯停在

待作业位置， 车上检修作业人员一会侧
身俯探、一会舒展后仰、一会走行换位 、
一会登高爬低， 一项项检修任务得以完
成、一个个技术参数得到复核确认。

烈日下， 身着橘色工作服的检修工
犹如凌空起舞， 一招一式都是对体力和
耐力的巨大考验。

阵阵热浪直扑而来， 每一个人的衣
服都像是从水中捞出来的一样。 经过暴
晒，电气设备早已滚烫，戴着手套都要小
心翼翼。 豆大的汗珠流进检修工周强眼
里，一阵阵刺痛感袭来，他抬起右手快速

地用衣袖擦拭汗水，然后继续作业。
汗水模糊了视线就用胳膊蹭一下 ，

热渴交加就大口饮水、 凉水降温后再服
用防暑药品……

“交叉线索间距满足要求、电联接无
断股散股、补偿装置传动正常无卡滞、补
偿绳无断股散股……”伴随着娴熟的“高
空芭蕾”舞姿，一项项参数符合要求的口
令传出， 作业组高质量完成了近 3 小时
的检修作业。

进行室外作业，为什么不采取“干两
头、歇中间”作业模式，避开午间高温时

段呢？ 原来，一天 24 小时中只有 12：00—
16：00 间进出阜阳站区的列车车次最少，
在该时间段开展检修作业， 是服从铁路
列车运行图安排的需要。

“工会及时组织开展 ‘送清凉 ’慰问
活动，采购装配安全帽遮阳面罩，按人配
发大水壶， 发放人丹、 十滴水等防暑药
品，确保大家安全顺利地完成任务。 ”阜
阳供电车间党总支书记张晓宾说。

暑运以来，京九线 13：00—16：00 间
的接触网天窗点检修作业每天都在继
续。 “接触网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列车运
行的安危， 关系到旅客的回家路是否安
全畅通。 接触网工人连续奋战， 不辞辛
苦，冒着高温做好设备巡查检修，为铁路
运输生产提供安全稳定的供电保障。 ”张
晓宾说。

前 7个月全省各项贷款增加 6669.67亿元
超去年全年贷款增量

本报讯（记者 何珂）8 月 23 日，记者
从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获悉， 截至 7
月末， 全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6.48 万
亿元 ，同比增长 14.68%，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3.72 个百分点；较年初增加 6669.67
亿元，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贷款增量。

贷款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 结构也
在持续优化。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合肥中
心支行主动落实稳经济大盘、 保市场主
体的宏观调控政策， 引导金融机构在制
造业、新老基建、普惠小微等领域加大资

产组织和投放力度。 7 月末，我省制造业
中长期贷款余额 2791.22 亿元，同比增长
45.10%，当月增加 58.53 亿元；基建行业
贷款 1.0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69%。 同
时，我省金融机构高度重视小微企业，运
用灵活的定价策略进一步丰富信贷产品
体系，针对市场主体开展营销活动。 7 月
末， 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8540.32 亿元，同
比增长 23.20%，当月增加 54.55 亿元。

7月当月， 全省各项贷款增加496.27
亿元，同比多增137.85亿元。 本月贷款增

长主要来自企业中长期贷款，企事业中长
期贷款增加294.54亿元， 同比多增163.15
亿元，我省仍然保持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力度。但目前居民消费需求仍处于修复阶
段。 大型银行虽纷纷下调消费贷款利率，
促进消费需求释放，但受疫情多点散发等
因素影响，7月住户消费贷款增加43.50亿
元，同比少增91.46亿元。 存款方面，截至7
月底，全省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7.28万亿
元，同比增长12.24%；较年初增加6565.47
亿元，同比多增1566.09亿元。

我省加强抗旱保苗农业科技服务

博物馆文创产品频频“出圈”的背后

让公务用车在“阳光”下奔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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