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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记者 张辛欣）工业和

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一级巡视员张

晓峰 9 月 14 日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

继续完善婴幼儿配方乳粉追溯体系，进

一步扩大覆盖企业范围。

张晓峰是在 14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

举行的“推动消费品工业增品种 提品

质 创品牌”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

述表述的。

张晓峰说，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

部采取多项措施推进婴幼儿配方乳粉

追溯体系建设，会同各地工业和信息化

主管部门推动辖区内婴幼儿配方乳粉

企业接入追溯平台。目前，平台已接入

企业数量达到 98 家，覆盖国内总产量

的 90%以上。与此同时，工业和信息化

部推动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加大智能

传感器、在线采集装置等数字化技术手

段的应用。

他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继续完

善婴幼儿配方乳粉追溯体系，进一步扩

大覆盖企业范围，引导消费者更多查询

使用，同时，持续提升企业质量管控能

力和产品质量一致性。

工信部将继续完善婴幼儿
配方乳粉追溯体系

新华社北京9月 14日电 今年第 12

号台风“梅花”14 日将两次登陆华东沿

海，中央气象台 14 日 10 时发布台风红

色预警，中国气象局当天将台风应急响

应提升为二级。

“梅花”（强台风级）的中心 14 日 10

时位于浙江省象山县东南方向大约 185

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梅花”

将以每小时 20 至 25 公里的速度向西北

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增强，并将

于 14 日傍晚前后在浙江三门到舟山一

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登陆后，“梅

花”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有所

减弱，穿过杭州湾，并将于 14 日夜间在

浙江嘉兴到上海浦东一带沿海再次登

陆（台风级）。

预计 14 日 14 时至 15 日 14 时，东海

大部、黄海大部、渤海、渤海海峡、长江

口区、杭州湾、福建北部沿海、山东沿

海、浙江东部、上海、江苏东部将有 6 至

8 级大风，阵风 9 至 11 级；其中东海中西

部海域、杭州湾、长江口区、浙江中北部

沿海、上海沿海、江苏东部沿海将有 9

至 11 级大风，阵风 12 至 14 级；“梅花”

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或地区风力有 12

至 15级，阵风可达 16至 17级。

降水方面，辽东半岛、山东中东部、

安徽东部、江苏、上海、浙江中北部有大

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北

部局地有特大暴雨。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红色预警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9月 9日，微风轻拂，形式多样的灯笼

随风摆动，一群孩子好奇地瞪大眼睛，讨论

着哪个灯笼最好看。这是记者在淮北市相

山区爱德玖珑府托幼园所见到的一幕。

“ 我 们 幼 儿 园 今 年 9 月 才 开 园 ，是

托幼一体化幼儿园，目前有 44 个孩子，

其中 3 岁以下的有 10 名。”园长仲夏告

诉记者，在爱德玖珑府托幼园创办过程

中 ，淮 北 市 、相 山 区 给 予 了 很 大 支 持 ，

“有建设补助，有运营扶持，还有水电气

优惠等等。”

同日，记者来到位于淮北市长山北路

的淮北市昱德婴幼儿照护中心，看到孩子

们正在老师的指点下，有模有样地制作月

饼。“这里有30多个孩子，年龄最小的只有

1岁 2个月。”中心负责人朱雪梅说。这家

照护中心还配备健康副园长，为婴幼儿提

供保健与健康管理等服务。

朱雪梅正说话间，家住附近金色云天

小区的郝女士带着 2岁的孩子来到中心。

“我来这里看看，打算把孩子送到这里

来。这样我和老公就可以安心上班了，不

用为孩子无人看护发愁。”郝女士说。

0至 3岁的婴幼儿有着“最柔软人群”

之称。2018年，淮北市先行先试，在全省

率先开展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

淮北市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

科负责人周飞说，我省暖民心行动开展

以来，该市以此为契机采取“五个提标”

举措，加大托育保障。目前，已形成以

“一体式”为主，“独立式”“家庭式”“企业

式”“家政式”为辅的托位建设模式。

“‘五个提标’包括提标行动目标、提

标建设补助、提标优惠政策、提标运营扶

持、提标健康保障五个方面的内容。”淮

北市卫健委二级调研员孙欣说。

孙欣介绍，在提标行动目标上，该市推

进幼儿园托幼一体化建设，在前期需求调

研的基础上，将省要求的到2025年，县区不

少于 30%的幼儿园开设 2岁至 3岁托班的

安心托幼暖民心行动目标，提标至40%。

在提标建设补助上，在省级财政给予

当年新建普惠性托育机构每个托位1万元

建设补助的基础上，市、县（区）级财政再给

予每个普惠性托位 2000元的一次性建设

补助；在提标优惠政策上，淮北市卫生健

康委、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

合印发《淮北市关于托育机构水电气热

价格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在全省率先

明确所有托育机构用电、用水、用气、用

热执行居民生活类价格政策。

在提标运营扶持上，该市将市辖三区

300元/生/年、濉溪县 200元/生/年的托育

机构运营补助经费标准，提标为公办托育

服务机构不低于 600 元/生/年、民办普惠

托育服务机构不低于400元/生/年。

为加强儿童保健服务与托育服务深

度融合，淮北市在全省率先实施由医疗

保健机构向托育机构派驻儿童保健医生

任健康副园长，为婴幼儿提供保健与健

康管理等服务。目前已在 65 家备案托

育机构中派驻 43名健康副园长。

“五个提标”，更好呵护“最柔软人群”

本报讯（记者 罗宝 通讯员 叶传龙

李敏敏）今年以来，滁州市落实落细“稳

就业、保民生”要求，积极帮扶毕业生就

业 。 全 市 共 接 收 离 校 未 就 业 毕 业 生

6819 人，通过多渠道、多方式帮扶，目前

已有 6367 人实现就近就业，帮扶后就

业率达 93.4%。

滁州市人社部门自毕业生离校时就

提前介入，主动联系教育、公安等部门，

及时摸清未就业毕业生人数及就业意

向，并建立实名制帮扶台账，做到底数

清、去向明、情况准，宣传发布毕业生就

业政策16期、岗位信息近万个。

该市利用省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

理系统、就业失业和劳动用工备案管理

信息系统，开发帮扶登记小程序，及时

更新帮扶数据，做到“一人一档”“一生

一策”。同时，开展就业帮扶进社区、进

企业活动，将新入系统帮扶名单第一时

间分解到各地，建立日清零、月考评、季

通报机制，传导压实帮扶责任，帮扶对

象联系服务率达 100%。

该市出台“创业滁州”行动方案和

“筑梦亭城”10 条措施，开展“千企百校·

智汇滁州”线上招引 18 场、举办“直播

带岗”“夜市招聘”24 场。落实惠企政

策，助力稳岗拓岗，开发见习基地 398

个，安排 1790 名毕业生到机关见习，发

放就业补贴 792.6 万元，为 227 名困难

家庭毕业生拨付求职补贴 22.7万元。

滁州多措并举帮扶毕业生就业

淮北市加大力度开展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形成了以“一体式”为

主，“独立式”“家庭式”“企业式”“家政式”为辅的托位建设模式——

■ 本报记者 张荷香 韩文 文/图

“过中秋，吃麻饼”是徽州民间的

传统习俗。徽州月饼又称徽州麻饼，

皮薄酥脆、甜而不腻，风味与众不同。

经过配馅料、打面皮、包馅、打饼、固

形、写字、填黑芝麻、上白芝麻和烘烤

等古法手工工序制作的月饼，每块直

径18厘米、厚度1.5厘米、重1斤。

黟县“程记月饼”加工厂，有３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父亲程国

辉和儿子程庆龙以及儿媳妇郭丹丹，

他们一直专注于古法月饼制作。月饼

“毛坯”做好后，以麦芽糖为“墨水”，在

月饼中央用毛笔写下中秋美好祝福，

或画上吉祥图案，然后放到满是黑芝

麻的篾盘里，麦芽糖粘上黑芝麻形成

黑色字迹和图案。其他地方再用白芝

麻铺满，就可以烘烤了。他们生产出

的月饼每到中秋佳节供不应求。

▲ 程国辉（左）和程庆龙父子

俩在手工制作“程记月饼”。

文化视界·江淮风情 徽州麻饼：舌尖上的“老味道”

制作月饼的模子和木锤制作月饼的模子和木锤。。

▶ 做好的“程记月饼”。

百业待兴
一切从无到有

“合肥城区当时很小，方圆 5 平方

公里，一共就前大街、中大街、后大街

几条大街，人口 5 万，用电户数十分有

限，主要就照明用，有时发电量还用不

满”。亲历解放初期合肥电网建设的

第一代电力人 88 岁的合肥供电退休老

职工李志奋老人回忆道。那时，合肥

还没建供电公司，只有一个电力厂，用

的是一台英国船上的柴油机，带动一

座 406 千瓦容量的发电机，柴油发电供

全城用电。

经历过解放初期的盘整，1951 年，

合肥开始架设从淮南煤矿输出的首条

输电线路。1953 年，合肥第一条 35 千

伏输电线路田（家庵）—合（肥）线正式

送电，开启全城“电网”时代，点亮万家

灯火。由于淮南送电的关系，1953 年，

合肥电力厂改称为淮南电业局合肥办

事处。

此后电网建设不断提速，110 千伏

螺丝岗变电站完成，合肥电网结构更

加 完 整 可 靠 ，保 障 了 合 肥 工 业 发 展 。

1957 年，合肥工业年产值迎来“亿元”

时代，1959 年，合肥售电量首次突破 1

亿千瓦时。

随着上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淮南电

业 局 迁 往 合 肥 成 立 安 徽 省 电 业 局 ，

1962 年 9 月 15 日，淮南电业局合肥办

事处正式改名为合肥供电局，开启发

展新时代。此时员工也已扩容至 100

人左右，向八县一市提供电力供应。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合肥供电事

业在曲折中前行，步履坚定。到 1978

年，全市共建有 8 座变电站，最大负荷

12.88 万千瓦。合肥城乡电网结构较

为 薄 弱 ，电 力 供 应 紧 张 ，用 电 缺 口 和

供需矛盾较大。

大踏步改革
从“用上电”步入“用好电”

1978 年，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

地，合肥电网也迎来了发展契机，进入

一轮基础建设新阶段。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崔保

艳亲历了改革开放后合肥经济社会快

速 发 展 和 电 网 建 设 的 黄 金 时 代 。 他

说：“记得我上世纪 80 年代刚到单位

时，合肥只有 3 座 220 千伏变电站，即

肥西变、螺丝岗变、桥头集变。后来我

参加建设期间，就有 220 千伏肥西变扩

建成 500 千伏变电站，新投运了 220 千

伏东北郊变、莲花变。”

到上世纪 90 年代，合肥被列入全

国首批启动“两网”建设的 39 个重点城

市之一，合肥供电局投入 5.21 亿元，完

成电网建设与改造项目 316 个，实现了

110 千伏和 220 千伏高压线路在市区的

双环网接线供电，大大提高了供电安

全性和可靠性。

2005 年 7 月，合肥做出了“工业立

市”的重大决策，掀开城市发展新篇章，

2006年工业产值首破千亿元。2006年，

国家开始了全国 31 个重点城市电网改

造工程，合肥电网发展步入快车道，电网

规模实现了每五年基本翻一番的目标，

有力保障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与此同时，用户对供电服务的感

知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

放之前，百姓家里电灯平时舍不得用，

即使停电了也会认为很正常。上世纪

八 九 十 年 代 后 通 过 实 施“ 两 改 一 同

价”、农网完善、农网升级等一系列发

展 政 策 ，家 用 电 器 已 飞 入 寻 常 人 家 。

进入 21 世纪，供电企业不断提高服务

效率与服务质量，对用户个性化的用

电诉求响应也越来越快。而现在，用

户只要一个电话或手机 App 上一个按

钮，工作人员就会在规定时间内到场

一次性解决客户诉求。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三级职员、综

合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文芳介绍，合

肥供电公司在 2011 年建成了涵盖 12

种电费交纳方式、近 1000 个交费网点

的十分钟交费圈，极大地方便了 110 万

户城区居民。同时，不断丰富服务产

品种类，从单一的供电服务到综合能

效服务，从被动等电话到主动服务上

门 ，电 力 优 质 服 务 没 有 最 好、只 有 更

好，用户已经感受到了从“用上电”到

“用好电”的变化。

绿色节能低碳时代
从“传统供电”到“智慧能源”

合肥的发展速度令人瞩目，不仅

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大湖名城、创新高

地，更向着长三角副中心加速迈进。

经济发展，电力先行。2011 年合

肥全社会用电量为 172.42 亿度，2021

年已经突破 444.11 亿度，增长超过 1.57

倍。2021 年合肥地区度电 GDP 指标

为 25.7 元每千瓦时，得益于合肥高质

量的发展和坚强电网提供的可靠电力

的保障、支撑。合肥电力事业一路走

来，见证着合肥的发展、变迁与辉煌。

“从用上电到用好电，合肥电网不

断提升服务水平，让百姓用电更放心

更便捷。作为电力人，我们用自己的

汗水和辛劳悉心守护着合肥的每一盏

明灯。”奋斗在业务一线十年的新一代

电力人张作盛用数据说明十年变化：

2011 年 合 肥 城 市 供 电 可 靠 性 为

99.893%，2021 年为 99.958%；2012 年合

肥 的 带 电 作 业 次 数 不 到 1200 次 ，而

2022 年的作业次数超过 10000 次，不停

电作业化率达 97.84%。

“这十年，电网规模快速增长，10年

间相当于再造 1 个合肥电网。”国网合

肥供电公司调度控制中心主管张传海

介绍，十年间，500千伏变电站由 2座增

加至 4座，变电容量增长至 1100万千伏

安，增长 323%；220 千伏变电站由 25 座

增加至 41 座，变电容量增长 86%，源源

不断输送城市发展的源动力。

电 网 最 大 负 荷 由 十 年 前 的 392.8

万千瓦增长至 1059.9 万千瓦，年均增

长 10.44%；新能源从无到有，装机规模

全国省会城市第一，目前占地区总装

机规模的 34.61%。电网整体供应能力

提升三倍，由 450 万千瓦增长至 1150

万千瓦。

以客户为中心，合肥供电公司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为城市发展提供强大保

障——为大中型企业客户提供“省力、

省时、省钱”的“三省”服务，为小微企业

客户提供“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的

“三零”服务；5 项复杂业务“最多跑一

次”，12项简单业务“一次都不跑”。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供

电也从传统逐步向绿色智慧转型。

“近年来，我们积极探索新能源发

展之路。2010 年 5月，建成了国网也是

安徽首座电动汽车充电站——柳树塘

充电站，为合肥市新能源汽车试点和

新 能 源 汽 车 产 业 发 展 提 功 了 有 力 支

撑。”李文芳说。

随着光伏发电、新能源汽车、电能

替代等深入实施，现代化智能电网将

有效控制碳排放、降低供电成本，为社

会提供绿色、智能、可靠的电力供应。

充足的电力，璀璨的灯光，迷人的

美景，合肥这座千年古城焕发勃勃生

机。六十载过往，皆为序章。未来，合

肥电网将持续助力城市发展，拥抱无

限可能，再续美好篇章。

（冯珉 李岩）

合肥供电 六十载初心不变 守护万家灯火

岁月如梭，斗转星移。距离 1962 年 9 月合肥供电局正式成立，倏忽六十载。时间流转，初心如磐，六十年来，合肥

供电初心不改，始终秉承人民电业为人民宗旨，持续赋能城市、服务民生。

从仅有两三条由淮南、六安牵入的输电线路，供应五六平方公里大小的城市基本照明，到今日拥有 260 座 35 千伏

及以上变电站、9250 公里高压输电线路组成的庞大输电网络，为合肥 1 万平方公里范围的近千万人口服务，合肥供电

已一跃成为皖中电网枢纽，华东电网重要组成部分，扮演着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19631963 年年，，合肥十里庙一带的送电铁合肥十里庙一带的送电铁

塔塔，，佛子岭水库的电由此输入合肥佛子岭水库的电由此输入合肥。。

安徽首个智慧能源服务电力营安徽首个智慧能源服务电力营

业厅业厅——合肥包河供电营业厅合肥包河供电营业厅。。

工作人员在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提前接入并工作人员在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提前接入并

调试应急电源车和调试应急电源车和 UPSUPS 不间断电源设备不间断电源设备，，全力全力

护航世界制造业大会护航世界制造业大会。。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