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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苏鸿飞 记者 储勇）近日，2024年度全国巾帼
文明岗名单揭晓，市人社局综合服务窗口荣耀登榜。这是继荣
获“国家敬老文明号”“全国人社系统优质服务窗口”后，该窗口
摘得的又一国家级荣誉。

该窗口现有工作人员24名，其中女性占比超七成，她们扎
根人社服务民生前沿，以群众满意为标尺，展现新时代人社政
务服务人的风采。

2022年，窗口在全省率先推行“综合柜员制”改革，女性业
务骨干冲锋在前，白天热情服务群众，晚上潜心钻研业务。改革
后，分散的业务窗口整合为9个综合服务窗口，实现“一窗通

办”，75%高频事项“最多跑一次”，日均办件量跃升至170件。
窗口创新推出“三心服务法”，设置“贴心导办”前置服务

台，组建“暖心帮办”巾帼服务队，开通“安心问办”咨询热线，构
建人社服务闭环。2024年为特殊群体上门服务超千次，群众满
意度保持99%以上。

窗口还通过“日日学、周周练、月月比”长效机制，推动工作
人员业务能力不断进阶，在省级人社业务技能竞赛中屡获奖
项。同时，深化“党建+妇建”融合机制，组建“人社巾帼志愿服
务队”，开展“社保政策进万家”等特色活动，让人社关爱走进千
家万户。

市人社局综合服务窗口再获国家级殊荣

万物竞发的阳春三月，国家级六安经
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浪潮涌动，一场要素聚
合引发的创新“裂变”精彩上演。3月18
日，六安屹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举办
2025铸颜省级服务商创新大会，其自主
研发的新产品AColor高端铸造级汽车改
色膜正式发布。这一创新成果意义非凡，
不仅成功打破国外品牌的长期技术垄断，
更折射出园区优化创新生态培育新质生
产力的实践路径。

“五年磨一剑，终于在这个春天迎来
了收获。”活动现场，该公司研发总监李士
锋难掩内心的激动。他告诉记者，这款产
品自2019年启动研发，凝聚着多层铸造
技术及独创的“IPN龍奇鳞超耐涂层”等
前沿科技，解决了普通PVC膜易缩边、耐
久性差等痛点，产品柔韧性、高贴合性等
关键指标比肩甚至超越行业领先水平。李
士锋特别强调：“研发取得突破的背后，是
园区全要素创新生态的强力支撑。”

从项目落地直至新品研发成功，六安
开发区的创新生态对屹珹新材料的滋养
清晰可见：项目专班全周期护航，高效解
决厂房建设、产线搬迁、环保验收等一系
列难题；及时兑现各类奖补资金，并帮助
争取800万元“研发贷”“园区贷”，为企业

持续攻关注入“强心剂”；主动搭建对接桥
梁，助力企业顺利融入宁德时代、施耐德、
立邦等头部企业供应链。“我们还受益于
人才引进政策红利，我和团队的三名博士
作为C类人才，都获得了20万元安家费和
每月5000元的生活补助，如此暖心的政
策，让我们心无旁骛投身研发攻关。”李士
锋感慨道。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
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六安开发区对此有
着深刻的认识，同时也敏锐洞察到园区企
业创新过程中，在资金、平台、人才等方面
的“力不从心”。2024年，园区专门出台支
持培育新质生产力若干措施，从加强创新
主体培育、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到构建产
业融合生态及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等多方
面，推出一系列具体且切实可行的举措，
构建起覆盖创新全周期的政策支撑体系，
全方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为新质生产
力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7170万元年度奖补资金如同及时
雨，滋润着每一颗创新种子；“科技型中小
企业——— 高新技术培育企业——— 高新技
术企业”梯度培育体系的建立，推动企业
依靠创新找到成长坐标；大力推进创新平
台建设，引导企业加快关键共性技术攻

关，显著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六安东都
皋科孵化器有限公司成立，向着省级、国
家级孵化器迈进；新能源汽车高端零部件
测试基地建成启用，填补产业配套空
白……2024年以来，各类创新要素在园
区加速汇聚，推动企业创新的磅礴动力已
然形成。

创新要素聚合引发的“裂变”效应正
逐步显现：2024年，35家园区企业成功晋
级为高新技术企业，同比增长13%；科技
型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涌现，同比增长
31 . 67%。企业创新热情被充分激发，108
家规上企业已填报2024年度研发费用支
出高达8 . 5亿元；美佳印务等3家企业获
批省级企业研发中心，占全市通过认定总
量的23%；中擎电机、永成电子、川江环保
等企业的创新成果接连呈现……

在政策、资金、平台等诸多要素的共
同滋养下，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在这片发

展热土上持续澎湃激荡。记者从该区相关
部门获悉，截至去年底，园区规上工业企
业达170家，高新技术企业104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158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8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63家。
持续壮大的创新矩阵，加速涌现的新质生
产力，正驱动园区实现发展动能转换、产
业结构升级、质量效益跃迁。

“活动当天，共有20余家省级服务商
现场签单，这既是对新产品的高度认可，
更是对创新的最好礼赞。”屹珹新材料创
始人、董事长滕超透露，公司凭借创新加
持的产品已打入笔记本电脑、家电、手机、
新能源汽车等多个行业头部企业供应链，
成绩远超预期。“在这片充满创新活力的
热土上，软硬环境优越，发展要素齐全，我
们有信心进一步做大做强，打造行业标杆
品牌！”面向未来，这位创新者的目光已投
向更广阔的天地。

要素聚合 创新“裂变”
——— 六安开发区优化创新生态培育新质生产力观察

本报记者 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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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田尹春 记者 储勇）为进一步规范医保药品外配处方管
理，改善参保群众的购药体验，按照国家及省医保局部署，市医保局积极
推进电子处方流转工作。截至目前，全市电子处方结算已达6197笔，医保
统筹基金支出2134万元，该项工作成绩位居全省前列。
市医保局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致全市购买“双通道”药品参保群众

的一封信》，详细告知参保群众购药操作流程及查询方式。同时，考虑到参
保群体的适应过程，市医保局设置了纸质处方过渡期，助力群众逐步适应
电子处方系统。

在保障电子处方流转顺畅方面，市医保局组建了电子处方微信工作
群，成员涵盖双通道药房、县区医保局、HIS工程师及信息科等工作人员。
通过该微信工作群，及时沟通并解决电子处方流转中的问题，确保流转过
程高效无误。

此外，市医保局还建立了定期推送机制，定时收集“双通道”定点零售
药店新增药品信息，并督促全市定点医疗机构及时上传和维护药品数据。
同时，市医保局统一定点医药机构药品上传规格，确保药品信息的准确、
规范，为电子处方流转筑牢坚实基础。

本报讯（吴小艮 记者 张瑞）记者日前从市司法局获悉，去年以来，
我市聚焦扩充普法队伍、优化普法品牌、宣传普法文化，开展各类法治宣
传活动1200余场，覆盖10万人次，以实际行动传承皋陶法治文化。

以法聚力扩队伍。吸纳多元社会普法力量，培育农村“法律明白人”
16797名、普法志愿者3683名，全市704所中小学实现法治副校长全覆
盖。成立“八五”普法讲师团、“同心·律师服务团”等公益普法团队，常态
化组织开展法律“七进”活动。组建六安新媒体普法联盟，开展“百名所队
长直播普法”系列直播68场，覆盖群众超500万人次。

以法润城亮品牌。制定《六安市革命遗址遗迹保护条例》，有效保护红
色资源，我市现有不可移动文物949处、馆藏文物1 . 3万余件。立足本地红
色法治资源优势，梳理挖掘红色法治遗存8处，将280处革命遗址纳入保
护名录，红色研学线路年接待游客突破2900万人次。成功承办全国文化
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获司法部肯定。

以法兴文提能级。打造皋陶文艺作品，制作系列动画片《伟哉皋陶》、
庐剧《皋陶魂》等作品8部。出版14万字专著《皋陶法治精神研究》。连续20
年举办清明公祭法祖活动，成功申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成“皋陶法
治精神纪念馆云展馆”，呈现传统法律文化魅力，开馆至今线上参观人数
达47万人。

本报讯（记者 徐缓 宋金婷）3月22日，六安市新农人协会成立大
会暨第一届理事会召开，省农业农村厅、市农业农村局、民政局等相关部
门负责人参加大会。

会上，审议并通过了《六安市新农人协会章程(草案)》《六安市新农人
协会财务管理制度(草案)》等，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监事、理事等领导班子成员。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当前，全市农民合作社发展到9967家、
家庭农场发展到30319家，涉及种植、养殖、加工、销售等涉农领域，是“三
农”发展的有生力量。我市新农人协会会员平均年龄38岁，其中40岁以下
的占到63%，并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91%。152名新
农人协会会员中，中共党员占了48%，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
46人，省级以上劳模3人。新农人有眼光、有追求，是一支年龄轻、有文化、
有情怀、爱农业、懂技术、会经营管理的队伍，是发展现代农业新业态、新
模式的探路人。协会将充分发挥在各自领域的资源优势、技术实力，加快
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农业科技含金量，勇当推动全市“三农”工作发
展的主力军，引导全市新农人积极投身千亿斤江淮粮仓建设、绿色食品产
业集群发展、“千万工程”等重点领域，帮助广大农民群众增收致富。

大别山北麓的层峦叠嶂间，平均海拔
750米以上的金寨县汤家汇镇金刚台村
犹如镶嵌在翡翠屏风上的一颗明珠，点亮
了新时代山村巨变的光芒。漫步村中，硬
化道路如银色丝带蜿蜒而上，光伏板阵在
阳光下折射出科技的光芒；千亩茶园叠涌
起翡翠般的波涛，妇女排广场上的红色雕
塑与苍劲青松相映生辉。

国网安徽电力公司驻金刚台村工作
队用10年光阴，在这方红色热土刻下“电
力铁军”的振兴注脚：累计选派优秀年轻
驻村干部13人，助推村集体经济连续五
年突破100万元大关。从“深山小村”到

“振兴高地”的背后，是电力人用匠心织就
的民生图景，以担当浇筑的产业丰碑。

枝叶关情的治理密码
———“与群众‘心贴心’”

从技术专家到乡村治理者，第九批驻
村干部的转型之路恰似金刚台村蜕变的
缩影。“刚来时，站在村口，满眼都是云雾
缭绕的青山，心里却像压着块大石头！”驻

村第一书记甘德志至今仍记得初来乍到
时的心情。

为了尽快适应新角色，这位曾经从事
技术工作的第一书记带领着同系统的孙
明柱、吴祥两名队员，与村“两委”成员谈
心谈话，走访相关部门与农户，并向历任
驻村书记“取经”。久而久之，每周开展全
村巡视成了固定行程。“现在我们每周至
少在村里巡视一次，到边到角实地查看村
情民情。”甘德志说，工作队力求与群众

“心贴心”，以实际行动赢得村“两委”和群
众的尊重与信任。

“村民们淳朴善良，总是想着自己解
决问题，不愿麻烦别人。”甘德志很是感
慨。在3月10日的一次入户走访中，工作
队了解到高山农户余弟春家因长期没下
雨遭遇饮用水困难，便立即协调附近水
源，拉设临时水管解燃眉之急，又组织清
理水井保障长期用水。“我们在问题处理
中探索从计划到实施到检查到反馈的乡
村治理闭环机制，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质
效。”甘德志总结道。

在电力爱心超市里，摞着厚厚一叠
“爱心积分卡”和“兑换清单”，记录了
村民义务清扫村道、调解邻里纠纷的暖
心故事。电力爱心超市是国网安徽电力
2022年探索提升乡风文明的新举措，截
至目前累计兑换金额已达15万元。“积
分兑换不是目的，而是唤醒自治意识的
火种。”工作队队员吴祥说，年前有40
位村民来兑换，这种“爱心积分制”不
仅激发村民自治热情，更涵养了向上向
善的文明乡风。

“驻村工作队来了之后，积极落实党
和国家乡村振兴的各项政策，切实为村里
和村民谋福利。”金刚台村党支部书记徐
生燕对工作队的工作十分满意。“他们从
老百姓能感受到的一点一滴小事做起，真
正做到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

产业振兴的破局之道
———“让资源‘活起来’”

如果说治理创新是筑基工程，那么产
业突围则是造血革命。在汤家汇镇党委、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
精准施策，在这个云端村落构建起“绿色能
源+生态农业+红色文旅”三位一体的产业
矩阵，让沉睡的高山资源焕发澎湃动能。

站在山坡高处俯瞰，只见光伏板下，
茶树吐绿；新茶厂里，机械轰鸣。这座占地
8亩、由国网安徽电力公司2016年捐建的
农光互补光伏电站，采用智能追光系统，
让600块光伏板如同向日葵般追逐太阳
轨迹，发电质效较传统光伏显著提升。3
米的离地间隙里，茶树吮吸着散射光的滋
养。工作队副队长孙明柱算过一笔账：“这
种‘板上发电、板下种茶’的立体模式，让
这块地的产值从单纯种茶的0 . 6万元跃
升至‘光伏+茶叶’的23万元。”

沿着光伏电站往西北方向前行2公
里，金刚台茶厂正在演绎“老茶树的新传
奇”。在1480平方米的钢结构厂房内，全
电自动化茶叶生产线轰鸣作响，金刚毛峰
在提香机里翻滚，空气中浮动着千年茶史
与现代科技碰撞的芬芳。 （下转四版）

从“深山小村”到“振兴高地”
——— 国网安徽电力点亮金刚台村乡村振兴新图景

本报记者 谢彬 崔璨 实习生 方恬

春分时节，舒城县
舒茶镇沙墩村2000余亩
油菜花竞相开放，金黄
的菜花和山村农居、绵
延的山脉交相辉映，构
成一幅绚丽的春日山村
图画，吸引了大量游客
前来观花赏景。
近年来，舒茶镇在

做好茶旅融合的同时，
积极发展“花田经济”。
千亩菜花开，引客八方
来，“花田经济”有力促
进了山村群众增收。
左上：舒城县舒茶

镇沙墩村千亩油菜花田
美如画卷。
左下：3月22日，游

客在舒茶镇沙墩村油菜
花田里徜徉。
下中：3月22日，游

客在舒城县舒茶镇沙墩
村油菜花田里合影。
右上：3月22日，一

名游客在舒茶镇沙墩村
油菜花田里踏青赏花，
乐享春光。
右下：3月22日，几

名来自合肥的游客在拍
摄短视频发送给网友。

本报记者 陈力 摄

皖皖 西西 各各 地地

新新时时代代 新新征征程程 新新伟伟业业
全全面面推推进进乡乡村村振振兴兴

我市电子处方流转工作居全省前列

我市以实际行动传承皋陶法治文化

六 安 市 新 农 人 协 会 成 立

乐

享

春

光

3月18日，市民在淠河国家湿地公园月亮岛景观带舞动彩带，健身
休闲。
阳春三月，淠河国家湿地公园水清岸绿，繁花似锦，吸引众多市民

前来踏青游玩、健身休闲，乐享春光。 郑金强 摄

墨
香
润
童
心

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青少年对书法的热爱之
情，3月21日，金安区三里桥街道金裕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六安
市梅山路小学开展“青葵小课堂——— 墨韵传承 文脉流香”主题活动。
在书法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在一撇一捺中领略汉字之美，感受传统
文化的独特魅力。
下一步，金裕社区将继续积极探索、持续创新，丰富未成年人的课

外生活，提升他们的艺术修养，增强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心，让“青
葵小课堂”成为孩子们健康成长的优质平台。 本报记者 袁洁 摄

田野菜花黄 山村景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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