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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农历历乙乙巳巳年年正正月月十十五五

位于六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平桥园境内的安徽中钢联新材料有限公
司，主要经营C276镍基合金复合材料、钛钢复合材料、镍基高温合金类材
料等生产，2024年企业实现产值38000万元、利润5000万元、税收2000万
元；2025年，企业拓展国外客户20家，预计全年销售额达48000万元。连日
来，该公司生产车间热火朝天，工人开足马力加班加点赶制订单，全力冲
刺首季“开门红”。 张军 本报记者 田凯平 摄

本报讯（记者 齐盈娣）2月11日上午，市委书记方正深入六
安高新区部分企业及项目建设一线，调研节后复工复产工作，查
看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为企服务保障情况。市政协副主席、市委
秘书长汪宏军等参加。

中煤六安电厂项目是以“煤电联营”模式推进的重大基础能

源项目。方正来到项目建设现场，详细了解项目概况、建设进
度、人员用工等情况，并来到员工生活区，查看了解员工食宿
和安全管理情况。方正指出，当前六安深入实施工业强市主
战略，用电需求持续增加，要严把工程质量和安全关，进一步
优化流程，科学安排工期，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加强现场施工
管理，确保项目早日建成、发挥效益。

“目前在岗工人有多少？”“在手订单情况怎么样？”“有哪
些困难需要协调解决？”……在安徽今飞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共复柯林（安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中钢联新材料
有限公司，方正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走进企业展厅、生产
车间，看生产、问效益，为企业鼓干劲、强信心。方正勉励企业
紧跟市场、科学决策，加快转型升级，加强技术创新，积极开
拓市场，做大做强主营业务、主导产品，促进企业生产经营提
质增效。

调研中，方正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服务好现有企业，加快
推进复工复产，及时、精准帮助企业纾困解难，为企业复工复
产、创新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奋力实现一季度“开门稳、开门
红”。要发挥比较优势，找准发展方向，培育主导产业，不断提
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集聚集群发展。要树牢寸土寸
金意识，科学规划布局，集约高效发展，为产业发展预留足够
空间。要积极推动开发园区“内循环”，实现上下游企业间匹
配链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促共赢。

方正在六安高新区调研复工复产工作时强调

靠 前 服 务 精 准 帮 扶
为企业复工复产、创新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咚咚锵……伴着锣鼓声，“狮子”时而摇
头摆尾，时而腾空跳跃；“长龙”时而翘首仰
视，时而回旋舞动。2月5日，农历正月初八，
霍山县诸佛庵镇龙狮队队长、85岁居民马贤
州忙得不亦乐乎，他带着队员以舞龙、舞狮
等民俗表演向群众拜年。县城大街小巷，边
远山区农村，春节氛围感拉满，喜庆祥和年
味浓，这是群众最切身的感受。

山环水绕、红绿交融，人文荟萃、底蕴
厚重，霍山是全国文化先进县、安徽省文学
创作先进县、中国散文之乡、中国摄影家创
作基地、首个中国散文小镇所在县、首批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一方水土千年韵，
群众文化“活”起来，文化产业更是“火”起
来。

惠民红利，品出幸福滋味

《借罗衣》《梁祝》选段，一些经典曲目搬
上了街头，2月6日，农历正月初九，霍山县
2025年春节系列文化活动庐剧专场在文庙
上演，吸引了众多戏迷。县图书馆春节不打
烊，精心筹备了文化讲座、主题展览等活动。
在家门口“村晚”舞台上，下符桥镇76岁刘自
明老人，为乡亲们展示了一段二胡演奏……
这个春节，烟火气与文化味相得益彰，群众

成了文化活动的主角。
一直以来，霍山县将文化事业摆在突出

位置，深入挖掘文化资源，弘扬和保护优秀
传统文化，立足群众需求，做实文化惠民，推
动精品文艺创作，培育壮大群众文艺力量，
努力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全县文化
产业快速发展，文化事业生机盎然。

实施“一镇一品”乡村文化振兴工程，因
地制宜布局公共文化设施，霍山县建成图书
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城市展览馆、体
育中心、工人文化宫等，打造7处城市阅读空
间，16个乡镇建成16座综合文化站、144座
村级文化服务中心、1221处村级应急广播终
端，年均送戏134场、送电影1608场次，服务
群众12万人次。培育更多乡村文化人才，组
建16个乡镇文艺团、58个村级文艺队，乡镇
文联实现全覆盖，打通文艺为民服务的“最
后一公里”，为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文化
福利。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离根。霍山县参与
投资拍摄的电影《我的瓦尔登湖》入围2024
年中国农民电影节乡村振兴主题电影30强，

《让石头开出花来》荣获全省第十六届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电视短剧《花开
石上》开创全省县级融媒体拍摄电视短剧的

先河，与上海著名摄影家余慧文合作创作并
出版《山海情》摄影集，《霍山文学丛书》出
版……艺术创作生产成果丰硕，文艺精品不
断涌现。

擦亮品牌，解锁山城魅力

发现文学新力量，培养优秀小作家。日
前，霍山县作家协会小作家培养基地揭牌，
这是该县大力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一个生动缩影。“小作家培养基地，整合了霍
山县文学与教育资源，为喜欢写作的孩子们
搭建一个学习创作平台，并组织孩子们参与
拍摄生活素材，体验本土民俗，拓宽他们的
视野，丰富作品的内涵，传承优秀的文化。”
霍山县作家协会秘书长陈文娟说。

从单龙寺镇乡村少年光影社，到东西
溪乡月亮湾少年文学社；从《我是小红专》
青少年电视栏目开播，到小作家培养基地

揭牌。霍山县紧紧抓住青少年这个关键群
体，坚持“五育”并举，聚焦青少年文学文化
素养提升，让一个个色彩斑斓的青春梦想
开花结果。

乡村名嘴、繁星宣讲、百花艺术……霍
山县扎实培育文明宣讲品牌，创作小品《三
中全会旗帜扬》、快板《北京喜讯传下来》、
四弦书《文明养犬促和谐》等系列文明宣讲
作品。大力推进“好人霍山”建设，创新打造

“文明银行”品牌，让“红黑制度”与奖惩机
制有效衔接，推行“榜样+荣誉+积分”融合
模式。大力创建皖美红色物业，41个小区均
设立群众文化驿站。建设爱心街角、霍山表
白墙、文明主题公园，打造城市记忆巷、非遗
巷、初心巷等有品位、有格调、有人气的特色
巷道，让人文精神增添城市魅力，纵深推进
文明城市建设。

(下转三版）

化“文化存量”为“经济增量”
——— 霍山县全力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王倩倩 本报记者 储著坤

本报讯（记者 桑宏）2月11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
席陈家本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
习会。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卢俊、张秀萍、王仲儒，
党组成员、秘书长李修俊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聂保
国、梁修存、黄昕、袁传省、于军参加。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
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审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
神，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重要讲话
精神、在二〇二五年春节团拜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辽宁
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发表在《求是》杂志上的重要文章《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注重家庭，注
重家教，注重家风》，传达了1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精神、全省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
力发展大会精神、全市工业强市大会精神。

陈家本表示，要树牢质量意识，拉高履职标杆，聚焦
市政协2025年度重点协商任务，高标准谋划，高质量推
进，让政协更多的“金点子”转化为破解发展难题的“金
钥匙”。要坚持守正创新，强化协同联动，统筹推进专题
协商和界别协商，着力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大商量格
局，持续擦亮“六安商量”品牌。要夯实履职基础，牢固
树立“四个一线”意识，在履职实践中进一步明确任务、
压实责任，激发政协委员主体作用，切实提升专委会工作
质效。市政协上下要以奋发有为、时不我待的精神状态，
把心思集中在“想干事”上、把能力体现在“会干事”
上、把目标落实在“干成事”上，以高质量履职成效实现
“争一流、勇创新、当标杆、促发展”的目标要求。

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

本报讯（常乐乐 记者 黄雪彦）近日，市重点工程处督
导组赴在建重点工程项目一线督导调度节后复工复产工作。

督导组一行深入安徽国防科技学院新校区等在建项目
现场，详细了解人员返岗情况并实地查看了施工围挡、临
边、洞口封闭以及用电动火施工等消防安全情况，要求各参
建单位高度重视重点工程项目节后复工复产工作，扎实开展
好项目安全生产检查、技术交底和安全教育等各项工作，全
力以赴推进项目安全高效建设，冲刺首季“开门红”。

督导组要求，各重点工程项目参建单位务必凝心聚
力、群策群力，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要压实工作
责任，科学合理安排工序流程，积极营造良好的项目建设
外部环境，为项目的平稳、有序、高效推进提供坚实保
障。要强化要素保障，加大人员、材料以及机械设备的投
入力度，争分夺秒，确保各项目建设任务尽早圆满收官。
要坚守安全底线，切实增强红线意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运用“清单+闭环”管理模式，全方位、无死角
排查项目复工复产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杜绝安全生产
事故的发生。要坚持提质增效，充分发挥重点工程项目示
范带动作用，以高质量项目之“进”，支撑高质量发展之
“稳”，以项目建设的实际成效，为六安在新时代高质量
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贡献力量。

截至目前，市重点工程处负责实施的11个在建项目均
已提前复工复产，复工率100％，返岗人数400余人。

本报讯（记者 李珊珊）为大力普及急救知识和技
能，倡导科学的急救方法，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日前，市
卫健委、市医疗紧急救援中心联合市科协，在市科技馆举
办了一场以“学急救技能，助生命远航”为主题的急救科
普活动。

生活中，误吞异物的情况并不少见。异物多数会卡在
咽、喉、气管等位置，从而导致呼吸困难、剧烈咳嗽、呕
吐等不适反应，如果不及时施救，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当
天在活动现场，市医疗紧急救援中心专业人员针对异物卡
喉这一常见问题，以及飞虫入耳、宠物抓咬伤、扭伤、烫
伤等意外情况下的急救措施进行了细致讲解，并设置互动
环节，通过手把手教学，指导参与市民分组练习海姆立克
急救法，让大家更直观地掌握相关急救要领。

“经常在手机上刷到别人做海姆立克急救，我自己试
了但总觉得没有做到位，这次通过现场练习，不仅掌握了
救护知识，更重要的是在危急关头有能力为他人施以援
手。”采访中，市民吴习胜如是说。

生命无小事，急救是关键。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开展急救
知识与技能培训活动，不断创新工作形式，大力普及与生活、
工作息息相关的健康知识，助力全民健康素养的提升。

奋奋进进强强国国路路 阔阔步步新新征征程程

我 市 打 好 重 点 项 目
复 工 复 产 主 动 仗

守护生命“救”在身边

冲刺“开门红”

《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中V
类垃圾中转站应该与相邻建筑间隔大
于等于多少米？依据《六安市生活垃圾
分类管理办法》，单位和个人未在指定
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应由哪个
部门进行处罚？……新年上班首个工作
日，市城管局环卫处创新开展了一场开
年业务能力测试，27名青年职工参加了
此次测试，进一步提升了青年职工业务
水平，为我市打造高素质环卫人才队伍
奠定了基础。

2月5日当天，测试采取闭卷笔试的
形式进行，考场内纪律严明，参考人员
认真作答，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扎
实的业务功底。据了解，此次测试以“以
考促学、以学促干”为目标，紧密结合环
卫工作实际，内容涵盖党规党纪、环卫
作业规范、安全生产知识、垃圾处理知
识等多个方面，旨在全面检验青年职工
对业务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运用能力。

“我是2024年11月入职的，在市环
卫处工作了四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
主要负责办公室的日常行政事务如文
件处理、会议组织、信息传达等工作，以
及核对本单位的固定资产。通过这段时
间的工作，我对市环卫处的整体运作有
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也逐渐适应了办公
室的工作节奏和环境。”黄昌运是去年
经我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进入市环卫
处工作的，他说通过这次考试，发现了
自己在专业知识点上的不足，接下来将
会针对这些薄弱环节进行重点学习、查
漏补缺，切实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不
断更新环卫工作涉及的知识和技能，在

干中学，学中干，将新知识转化成新技
能，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
相较于年轻的同事，作为2012年经

公开招聘进入市环卫处的“老同志”叶
冬说：“从事环卫工作以来，我意识到环
卫工作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形象和居民
的生活质量，体会到了工作的艰辛与伟
大。环卫工作看似简单，实则考验着我
们的耐心和细心。环卫工作从前期的垃
圾清运和道路清扫保洁为重点，发展到
以人工加机械化相配合的环卫精细化
综合作业，环卫保洁质量、作业效率和
技能不断提高，这也就要求环卫管理人
员悉知业务专业知识、职业技能标准
等，才能够在日常环卫管理、环卫督查
工作中依规公正，促进环卫事业发展。”

记者从市城管局了解到，近年来
我市环卫部门高度重视青年职工培养
工作，通过开展业务培训、技能竞赛、
师徒结对等多种形式，不断提升青年
职工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此次业
务能力测试，既是对前期学习成果的
检验，也为下一步开展针对性培训提
供了依据。下一步，市城管局环卫处将
继续加强青年职工队伍建设，不断创
新人才培养机制，为环卫事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

一场特殊的“考试”
本报记者 张 瑞

“现在出门有无障碍设施，家里也进行
了适老化改造，起夜、洗澡、如厕既方便又安
全……”2月6日，正月初九，暖阳照耀，在金
安区椿树镇油坊村，村民沈克山一边和老伙
伴们晒太阳，一边拉着家常，说起生活的变
化，老人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感。

沈克山今年81岁，身体不好，是低保户。
老伴腿脚不灵便，也有慢性病，严重时只能
躺卧在床，平日里，沈克山还得照顾老伴的
饮食起居，随着年龄的增加，越来越感到力
不从心。正在老人一筹莫展时，村干部带来
了特困家庭居家适老化免费改造的好消息，
并协助老人递交了改造申请，根据老两口的
具体需求制定了个性化改造方案，为其家庭
地面铺上防滑垫，厕所安装了浴凳、扶手，卧
室安装了感应灯。不仅如此，还配备了一些
辅助器具，比如高度适中的坐便器、可自由
调节高度的手杖等等，这些“新成员”的加
入，为老两口的生活增添了一重安全保障。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保障和提升老
年人居家养老生活水平，近年来，我市扎实
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工作，
根据老年人家庭实际需求着力改善“硬环
境”、优化“软服务”，提高老年人居家生活的
安全性、便利性和舒适性。

过程中，按照“自愿申请、困难优先、
安全适用、规范统一”的改造原则，实施

“一户一策、专人评估”，由专业机构设计
合理化方案和改造项目清单，聚焦老年人
实际需求，重点实施局部“微改造”，解决

老年人起床怕跌、走路怕摔、洗浴怕滑的
生活烦恼，安装感应灯、如厕扶手、地面防
滑等设施，打造“室内行走便利、如厕洗澡
安全、厨房操作便利、辅助器具适配”的居
家环境。

像沈克山老两口这样，受益于适老化
改造的还有不少。在叶集区三元镇沣桥村，
83岁的分散供养特困老人李祥才独自居住
在一幢老旧的平房，家门口5㎡的地面硬化
有效避免了下雨天进出可能发生的安全事
故。走进老人家中，针对居家生活隐患进行

的升级改造体现在很多细节中，洗澡有淋
浴椅，如厕可以用坐便椅，床边还安了扶
手，方便其平时起床。“你看我这个手杖，平
时能拄，下雨天撑开就是一把伞，还能照
明。”说到这里，李祥才故作神秘地招呼记
者凑近了看，原来手杖把手上有一个手电
筒，除此之外，还具备收音机的功能，闲余
时可以听听广播。

适老化改造一小步，幸福养老一大步。
2024年，全市共有6189户家庭完成适老化
改造，一户一策的个性化改造，彰显着敬老
的温度、助老的力度，成为老年人用得上的

“民心工程”。

“小改造”托起适老“暖生活”
本报记者 齐盈娣 李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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