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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至2024年12
月，一批涉案车辆因道路交通
违法或发生交通事故后因收集
证据需要被六安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支队一大队依法扣留，且
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接受处理，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
一十二条、《道路交通安全法实
施条例》第一百零七条、《道路
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
十八条之规定，现将逾期未接

受处理的车辆予以公告,请机
动车驾驶人或所有人持相关手
续或证件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
内到相关单位接受处理。经公
告三个月仍不来处理的，将依
法对扣留的车辆进行处理。有
号牌车辆悬挂车辆号牌如下:
皖N7U588ɇ皖A101H3ɇ
皖N75188ɇ皖FQ9896ɇ
皖NF262挂ɇ苏E59P3Nɇ
皖NYJ515ɇ皖NY8598ɇ
皖AA9390ɇ皖N2R977

特此公告
六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

公 告

1月5日，小寒，在霍山县下符桥镇三尖
铺村的老罗糖坊，屋外霜冷天寒，屋内水沸
灶暖。尽管已经将老手艺传给孩子们了，可
老罗一大早便来到了糖坊，锅里的糖水正
在冒着泡，空气中弥漫的香甜味愈发浓郁。

老罗名叫罗会培，71岁，从二十岁就开
始跟随父辈学习熬制麦芽糖，直到今天，罗
家采用传统工艺纯手工熬制麦芽糖已经一

百多年，这一套传
统手工制作技艺
也完整传承了下
来。

麦 芽 糖 又 被
称为叮叮糖，具有
健胃、养胃、润肺
的 功 效 ，香 甜 可
口，营养丰富，是
老少皆宜的食品，
也是一种传统怀
旧小食。老罗糖坊
的麦芽糖制作技
艺于2021年被列
为霍山县第四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

“ 制 糖 很 辛
苦，起早贪黑的。通常是前一天下午三点左
右泡米、蒸米，再跟麦芽一起搅拌，然后放
至发酵缸发酵6个小时，夜里12点放浆，再
用土灶木柴熬制两个小时，反复翻炒。熬制
好出锅后等待冷却，经过上百次的拉扯，再
用线切割成一块块白糖饼。”老罗说，麦芽
糖好吃难做，十几道工序，繁多而严谨，所
有步骤均为手工制作，需要耐心，更需要时

间。
养家糊口的手艺成了热爱的事业。老

罗年纪大了，心里放不下这传承过百年的
手艺，不想这土灶熄了，不愿这份传统技艺
被埋没。

“这是今天熬的第三锅了，熬糖，火候
很关键，火大了糖出来发硬，火候小了糖不
易成形，要保证火候，吃出来口感好。拔糖
工序更是要一气呵成，用力均匀，反复多
次……”在老罗的指导下，女婿金和平俨然
是个制糖的老师傅了。谈起制作麦芽糖的
细节，金和平头头是道，只见他一边搅拌，
一边观察火候，随时添减木柴，锅里的糖汁
呈金黄色，香甜扑鼻。

现如今，美味的零食应有尽有，这也让
人们的味蕾变得更加挑剔，老罗糖坊在坚
守古法制作手艺，保证质量的同时，也在不
断丰富和创新现有产品种类，并入驻电商
平台。

“你看，这是刚制作好的白糖饼，这是
糖稀，可以用来制作药丸、食品等，这是冻
米糖、花生糖和芝麻糖，都是用自己家的糖
稀制作，吃到嘴里香到心里。”老罗笑着介
绍产品。

在老罗的记忆里，麦芽糖是过年时家

家户户都会购买的美食，十几年前，会有不
少“糖贩子”从四面八方闻名而来，在他家
门口排队购买白糖饼，再挑着担子或骑着
自行车去山区挨家挨户售卖。村里面只要
传来“叮叮叮……”的金属敲击声，馋嘴的
小孩子们就知道是卖麦芽糖的来了。

这几年，老罗的女儿罗琳琳负责网店
的运营，“现在年轻人都在网上购买了，我
们的网店生意好，每天上午出来的糖，下午
就已经快递发走了，根本不愁卖。”她打开
了网店的购买评价，口碑很好，复购率非常
高。“味道正宗，买到了真正传统手工熬制
的麦芽糖。”“香甜可口，吃出了小时候的味
道。”“回购很多次了，软糯清甜，养脾胃很
好。”好味道才能留住顾客，这些好评，也是
罗家坚持古法熬制麦芽糖的动力。据罗琳
琳介绍，糖坊2024年线上线下销售总额超
100万元。因全程手工柴火熬制麦芽糖，制
作时间长，年关订单增加，目前糖坊每天不
停歇生产。

“麦芽糖甜蜜，做麦芽糖不易。制作传
统正宗的麦芽糖是我一直以来的坚持，如
今坚守这门老手艺的人已经不多了，童年
的时光回不去，但希望这份甜蜜能够一代
又一代传下去。”罗会培说。

1月6日，市民在市
城区庆安街花卉市场一
家绿植鲜花店选购鲜
花。
新年到来，春节的

脚步也越来越近，鲜花
市场日渐火爆起来。富
贵籽、蝴蝶兰、仙客
来、鸿运当头……寓意
吉祥的年宵花争奇斗
艳，花香四溢，顾客驻
足于花海之间赏花购
花，喜迎佳节。

本报记者
袁洁 摄

本报讯(胡先兵)2024年以来，我市
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成立多部门组成的
工作专班，建立联动工作机制，明确5项
攻坚目标和83项攻坚内容，定细目标靶
向发力，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
年行动有序开展。

扎实推进产业结构及重大灾害治
理攻坚。严把安全准入关，存在问题的
一律不予通过。积极推进霍邱矿区非煤
矿山区域规模化发展，严格按照“三个
一批”工作要求，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
化，2024年以来，全市已关闭退出矿山2
座、正在关闭3座，资源整合矿山1座、正
在整合2座，已销号尾矿库3座、正在销
号2座。通过先后2次集中培训，邀请省
级专家逐一审查把关，全市14座生产、
基建非煤矿山完成了隐蔽致灾因素普
查，普查开采形成的采空区7459 . 75万
m3，废弃井巷8处，地质构造40条(个)，
含水层43个，导水构造带7条，封闭不良
钻孔137个；完成地面物探工程498点、
14489m、22200k㎡，地面钻探7145m，
井下钻探9961m。

扎实推进安全科技支撑及从业人
员素质能力提升。督促企业先后购入使
用锚杆台车、撬毛台车、喷浆台车等设
备设施212台(套)，实现172个岗位无人
值守，12座重点非煤地下矿山实现井下
关键地点、重点部位安全风险的实时监
测和智能识别。建成市非煤矿山安全生
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接入企业监测设
备1378个、监控设备611个，实现对企业
安全生产风险的监测、评估、预警和趋
势分析，并在全省率先与省平台连接。
2024年以来，国家、省级调研及现场会
在我市开展4次。认真开展主要负责人
履职专项检查和集中培训、考核，采取
吸收、清退等方式全面取消井下劳务派
遣人员685人。通过5个科目比武，检验
175名班组长应急处置和逃生、隐患排

查和风险辨识等能力。举办2024年金属非金属矿山生产安全事
故综合应急演练，多场景凸显新装备、新技术在非煤矿山应急
救援中的运用。

扎实推进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及安全监管能力提升攻
坚。组织开展全覆盖的非煤矿山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共
检查非煤矿山32座次，排查整改隐患和问题共222条，其中重大
事故隐患2条，并对4条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立案查处。建立重大事
故隐患清单，每月进行跟踪、统计、督办，并通过全市安全监管工
作会议对工作开展缓慢的县区、企业进行点名通报。2024年以
来，全市共排查重大事故隐患78条，已整改78条。针对薄弱环节
和关键时期，我市组织开展了防范车辆伤害和高处坠落事故、
顶板管理、防灭火、汛期、岁末年初等专项整治，共检查非煤矿
山201座次，排查整改隐患问题1225条，进一步提升非煤矿山安
全管理水平和监管能力。同时，坚持把“打非治违”作为有效防范
和遏制非煤矿山
生产安全事故的
重要手段，持续
保持高压态势，
共事前立案34
起。

本报讯（张正武 陈孝军 记者 徐有亭）霍邱县纪委监委着
眼于做好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采取常杀“回马枪”、重烧“回炉
火”、多按“回车键”，让监督持续发力，通过聚力“三回合”，为问题整
改“打补丁”，推动问题整改往深里走、往实里走。

常杀“回马枪”。紧盯问题整改不松手，对反馈和交办的问
题，不搞“一交了之”，而是实时关注，采取“四不两直”方
式，常杀“回马枪”，重返问题现场，看整改工作是否快速启
动，整改措施是否落实，整改责任是否压实，着力发现和纠治在
落实整改中存在的短板和不足，以马不离鞍、缰不松手的定力，
推动整改工作“提速增效”。

重烧“回炉火”。重点关注整改的实际效果，对问题整改落
实情况进行评估验收和对单销号，看有没有真改、实改、改彻
底，是否达到了整改的要求，有没有取得实效，对整改不到位、
不彻底的问题事项重烧“回炉火”，该返工的返工，该重来的重
来，通过不折不扣的改深改实，真正实现整改问题“见底清零”。

多按“回车键”。始终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存在的问题，并
非摁下“删除键”整改了事，而是注重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增
强问题意识，举一反三，分析研究问题的“根源”，多按“回车
键”，另起一行，向下深挖，向内解剖，切中问题的实质，提出
对策建议，力求解决一个问题能够带动解决一类问题。

据统计，2024年以来，通过常杀“回马枪”，重烧“回炉
火”、多按“回车键”，霍邱县纪委监委共开展有针对性的督查
39场次，推动问题整改76个，有效解决了一批基层和群众普遍关
注的“急难愁盼”问题。

霍邱县

紧盯问题整改 抓好“后半篇”文章

本报讯（舒亦宝）药品集采是医保部门解决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的重要举措，集采报量又是药品集采工作落实的关
键。舒城县医保局紧盯报量这个重中之重，着力督导医疗机构综
合临床需求变化高效精准报量，为群众用上质优价廉药品搭“阶
梯”。截至目前，已完成国家集采、省际联盟共7个批次的报量任
务，全县25家公立医疗机构总计报量约1500万包/支/粒/瓶/件，
主要涉及西药、中成药、中药饮片。

依托大数据指导科学报量。通过国家（安徽省）医疗保障信
息平台对医疗机构历史采购数据进行梳理，为集采精准报量提供
把关依据。定期和不定期从平台导出报量品种及可替代药品周期
内的医疗机构采购明细、地区采购汇总数据，逐一对比分析，确
保数据真实、准确、要素齐全，严审降幅较大的产品，落实“应
报尽报”；结合临床意见严格把关医疗机构药品种类，落实“用
而必报”，从根上杜绝“报而不采”。

依托“预警系统”落实闭环管理。鉴于近期报量批次多、涵
盖范围广，安排专人及时对接上级医保部门，研究报量规则，紧
盯时间节点，根据任务要求倒排计划、压茬推进，密切关注报量
进度，对效率较低的医疗机构“点对点”开展预警提醒，督促如
期报量，实现报量流程的精细化管理。

依托“预付金”盘活基金使用效率。积极落实医保基金预付
政策，根据报量金额的30%，提前预付货款，将“预付金”作为
“赋能金”，提高医保基金周转效率，缓解医疗机构资金压力，
解决资金瓶颈制约，极大提升医疗机构报量热情，减轻集采操作
难度。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定期了解、协调解决集采药品配
货问题，确保供应链的稳定畅通，让医疗机构报量无后顾之忧。

舒城县

“高效报量”为药品集采搭“阶梯”

本报讯（霍英季）为完善基层应急救援队伍体系建设，提升
应急处置能力，霍山县积极创新应急救援协作联动机制，按照
“镇队一体、县乡一体、人装一体”的总体思路，指导各乡镇组
建不少于12人的乡镇综合应急救援队伍。

划归片区，构建立体化网格。根据自然条件，将全县16个乡
镇划分为6个片区，构建应急救援网格。督促县应急局、水务局等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在加强自身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的同时，分
别联系一个片区，牵头组建“行业+片区”应急救援联盟。

强化指导，增强协作联动。指导各片区队伍开展联防联训、抢险救
援、应急处置等工作，建立霍山县应急救援队伍片区协作联动机制。

科学管理，稳定后勤保障。县、乡应急救援队伍的个人防护
装备、应急救援装备，定岗、定人配备，一人一柜存放，集中专
人管理，确保达到人装一体效果；每辆（台）应急救援车辆、机
械设备等，落实专业操作人员2名，实行AB岗管理，确保车辆、
机械设备常态备勤，随调随用。

霍山县

建立应急救援片区协作联动机制

本报讯（徐婷婷）营商环境直接关系企业茁壮成长，为扎实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提高为企服务效率，促进全镇经济高质
量发展，裕安区固镇镇认真倾听群众心声、企业呼声，拓宽思
路、精准发力，多措并举优化营商环境。

开展广泛宣传，营造优商氛围。固镇镇制作宣传横幅，在辖区主
干道、活动广场等悬挂，发放宣传彩页，提升群众对优商政策知晓
率。上门走访企业，面对面宣传专项资金、奖励补贴等政策。2024年
以来，镇企业办共走访企业4次，累计走访企业270余家。组织召开企
业座谈会3次，会上听取企业需求，会下精准对接，解决企业困难。

推动服务下沉，打造优商环境。由副镇长牵头成立为企服务“帮
帮团”，精准包保企业，针对重点企业和项目，工作人员提供项目全
程代办服务，对接税务、统计、商务等部门，极大提升企业办事效率。
打通招工难“堵点”，专人对接企业，收集用工需求，线下举办2场招
聘会，线上同步发布招聘岗位600个，共为企业招工134人。

保障安全生产，消除风险隐患。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理念，
结合该镇羽绒制品企业占比大的实际情况，应急所、市监所、平
安法治等部门联合，常态化开展羽绒企业危化品安全检查工作，
对排查出的问题，督促企业整改，并跟踪复查。2024年以来共约
谈企业3家，通报2家，均已督促整改到位。

固镇镇

多措并举优化营商环境

近日，江苏省人社厅印发《关于
健全完善“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
制度的实施意见》，为建立技能人才
多元化评价方式提供政策保障，为
提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水平作出了
新的探索。
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

国创造的重要力量。培养和造就更
多高技能人才，是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
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国
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培养造就战
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
新团队，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
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提高各类人
才素质。建设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
伍。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新时代高
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构建了全方位
政策体系，建成了一支规模宏大、素
质优良、结构不断优化、作用日益突
出的技能人才队伍。如何进一步提
升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水平，为
经济社会发展激活人才蓄水池，是
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
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筑牢技

能人才培养的基石。创新型高技能
人才已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力
量，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
素，是从突破创新到成果转化等阶
段的重要参与者。从数据上看，当前
我国技能人才总量超过2亿人，高技
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占技能人才的
比例约为30%；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专
业目录共设置1394个专业，覆盖国民
经济各领域；近年来共建设技工院
校超2500所，平均每年为生产服务一

线输送近百万名技能人才。未来，应
以产业发展新趋势为导向，立足战
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多领域
人才需求，围绕“智能+技能”“数字+
技能”等复合型人才培养新方向，通
过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等
渠道，培养适应多元产业变革的复
合型技能人才。借助高等教育的理
论研究深度和高端人才资源反哺职
业教育，为职业院校学生提供深造
机会，同时做好职业教育与继续教
育的有机衔接，让技能人才培养契
合产业创新发展节奏。
汇聚多元主体合力，激发高技能

人才发展动能。充分发挥企业在高技
能人才培养中的主体作用，通过出台
税收抵免、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鼓
励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依
托代表性领军企业，开发推广适应新
质生产力发展的数智化技能培训及
前沿课程，实现产才协同发展与深度
融合。同时，打造多元化、长效化的评
价制度体系，打破传统评价标准束
缚，充分考量人才实际技能水平、创
新能力及社会贡献。鼓励企业自主开
展高技能人才评价，依据人才工作特
性和成长轨迹合理设定评价周期，保
障评价科学性与系统性。加速推进
“新八级工”等级制度体系建设，打破
高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
审界限，围绕紧缺、特殊及新兴岗位
设立灵活评价标准，充分激发高技能
人才队伍的创新创造活力。
构建多维发展空间，提升高技

能人才竞争优势。充分发挥北京、上
海和粤港澳等核心城市的“头雁”作
用，构建区域产才协同发展、合作共

享的人才发展格局，推动创新链、产
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在区域内高效
融合。以一体化的思路加强区域内
高技能人才联合培养与引进，完善
跨区域认定机制，强化区域高技能
人才集聚力和配置力，助力各区域
产业链协同升级。探索打造具有区
域特色和面向全国开放的“高技能
人才公共培训平台”，通过整合优质
教育资源，提升高技能人才的专业
技能和综合素质，为区域经济发展
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例如，长三角
数字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依托一
些头部企业，面向长三角数字经济
产业，提供数字技能人才培训、产教
融合、技能转换等服务。同时，积极
接轨国际舞台，推进国际职业资格
与国内职称评价的衔接，探索扩大
衔接和认定范围，建立健全国际化
评价体系。搭建国际人才交流中心，
为我国产业融入全球产业链高端环
节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在这个科技与产业深度交融的

时代，高技能人才已经成为驱动产
业升级、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
劲引擎。我们应以实际行动打破传
统观念的束缚，深化产教融合，强化
技能培训，拓宽成长通道，全力培厚
高技能人才成长的沃土，营造尊技
重能的良好氛围，助力更多人才以
匠心筑梦、以技能报国。

（摘自《光明日报》）

本报讯（张承奇）入冬以来，舒城
县汤池镇针对群众关切的饮水问题
及供水设施薄弱环节，将饮水安全提
升作为重要民生项目，通过“四聚焦”
工作策略，不断提升农村供水标准和
质量，为乡村振兴注入“源头活水”。

聚焦安排部署，筑牢饮水安全
防线。该镇成立冬季饮水安全工作
领导小组，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和
应急预案。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
分析研判饮水安全形势，部署相关
工作，明确各相关部门和村（社区）

的职责分工，建立饮水安全监测和
报告制度，确保问题能够及时发现、
迅速处理，不断形成齐抓共管的工
作格局。

聚焦排查维护，确保供水设施
完好。组织镇水利部门对供水设施
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检查水源井、
泵房、输水管网等设施的运行情
况，加强对供水设施的日常维护和
管理，定期清理水源井、更换滤网
等，确保冬季供水水质安全。

聚焦水源保护，守护群众生命之

源。该镇加强对水源地的保护和管理，
划定水源保护区，设置保护标志，并
加大对水源地周边环境的整治力度，
定期对水源地周边垃圾、杂物等进行
打扫，确保水源地环境卫生干净。

聚焦宣传教育，提升饮水安全
意识。通过广播、宣传栏、微信公众
号等多种渠道，广泛宣传饮水安全
知识，不断提高群众饮水安全意
识，鼓励群众积极参与饮水安全监
督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共同
维护冬季饮水安全。

社会漫漫漫漫漫漫漫漫漫漫漫漫漫漫漫漫漫漫漫漫漫漫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金金和和平平用用土土灶灶熬熬制制麦麦芽芽糖糖，，一一边边搅搅拌拌，，一一边边观观察察火火候候，，随随时时添添
减减木木柴柴。。

手工麦芽糖里的甜蜜乡愁
通讯员 王倩倩 王梅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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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升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姚 凯

汤池镇“四聚焦”保障群众冬季饮水安全

新新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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