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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加强知识产权运用保护提高企
业生存和发展能力。全市驰名商标保护
数增至 41 件，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11
个，均位列全省第三。提 高 创 造 水 平 。
截至 3 月底，拥有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
113 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31 件；有效注
册商标 49991 件，同比增长 39.65%；每万
人 拥 有 发 明 专 利 4.51 件 ，同 比 增 长
20%。提高运用能力。拥有国家知识产
权优势企业 15 家、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
业 1 家，桐城市创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
城 市 ，高 新 区 成 为 省 知 识 产 权 示 范 园
区。积极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去年
办理商标权、专利权质押融资 121 件，融
资额 17.89 亿元。提高保护力度。融入
长三角知识产权保护协作网络，推行知
识产权“四大”保护措施，去年立案查处
侵犯商标专用权、专利案件 369 件，挽回
经济损失 172万元。 管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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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多举措确保贫困慢性病患者医疗
有保障。优化服务方式。大力推行“网上
办”“掌上办”“电话办”“邮寄办”等方式，
为行动不便和年老贫困慢性病患者提供
送药上门服务，对需要长期服药慢性病
患 者 放 宽 处 方 用 药 量 。 加 强 部 门 联
动。加强工作联动，加强信息比对，组
织医院专家到乡村面对面鉴定。一季
度，受理贫困人口申请慢性病门诊待遇
1287 人，鉴定符合慢性病条件 1203 人。
及时足额报销。一季度，贫困人口慢性
病总费用 3909 万元，综合医保报销 2804
万元、“180”补充保障资金支付 769 万元，
实际报销比例91%。 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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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慢性病患者医疗有保障

怀宁县多举措稳就业保民生。稳就
业。组织“促进转移就业、助力脱贫攻
坚”专场招聘会 12 场，常态化举办两大主
题招聘活动，县内 678 家企业提供 3.6 万
个招 聘 岗 位 ，现 场 达 成 就 业 意 向 3200
余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2.95%，失业人
员再就业率 81.8%，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强培训。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
提升培训、创业培训，组织企业新录用
人员、在岗职工技能培训班 34 期。优环
境。 设 立 市 级 农 民 工 创 业 园 、青 年 创
业 基 地 各 1 个 。 指 导 帮 助 口 罩 生 产 企
业 规 范 生 产 、提 升 质 量 、集 群 发 展 ，拓
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 怀宁

怀宁县多举措
稳就业保民生

迎江区“五个强化”构建劳动教育特
色体系。强化区域统筹。将加强劳动实
践纳入素质教育改革工程，组建 50 余人
劳动教育师资队伍，做到整体规划有安
排、年度目标有布置、年终考核有指标、常
态督查有保证。强化课程开发。在全市
率先探索“走班自选式”校本课程，开发包
括刺绣、烹饪、种植等劳动教育实践课程
20余个，并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强化基地建设。先后组建青少年校外活动
中心综合实践基地、中小学校课外阅读综
合实践基地，开发印染、陶艺、手工等劳动
实践项目10余种。强化家庭教育。通过家
长委员会、家长会、家校群等方式，引导家
长开出家务清单，鼓励孩子自觉参与、自己
动手，掌握洗衣做饭等劳动技能。强化社
会联动。积极挖掘和利用社会资源，多渠
道拓展校外劳动实践场所，成立“小河长
站”巡河护河21次。 迎江

迎江区“五个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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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拉动消费57万元

4 月 22 日下午 4 时许，在大
观区八佰伴商场一间服装店里，
市民张艳正和朋友挑选衣服，经
过一番挑选后，看中一件价格
400 多元的上衣。付款时，张艳
出示了消费券，经过核销，张艳此
次消费抵销了10元。

“我感觉消费券挺好，也挺
方便的，我还抽到了 500 元抵 50
元的消费券，准备继续逛一逛。”
张艳说。

“最近有不少人使用电子消
费券来消费，有时候为了达到满
减金额，顾客还会和朋友拼单购
买。”八佰伴一家服装店店员周
贵霞介绍。

张艳所使用的消费券为大观
区发放的电子消费券。分别为5
元、10 元、20 元、50 元、100 元和
200元，总面额1000万元，共计52
万张。旨在释放消费需求、提振
消费信心、助力商家发展。

自4月 16日开始，电子消费
券已发放使用了7天时间，对消
费的拉动作用正在显现。

在旺鲜生超市里，家住北正
街的刘同峰正在付款。“我抽了
三张满 50元减 5元和一张满 500
元减 50 元的电子券，为了使用
50元减5元的消费券，我专门来
超市买菜，凑了50元，相当于打
了9折。”

该超市店长冯锦介绍，消费
券使用前三天时间，已核销电子
消费券536张，累计拉动营业额
近4万元。

大观区数据资源管理局统
计，截至4月22日下午5时，消
费券活动参与人数为22616人，已
核验使用的消费券2255张，累计
拉动消费总金额571229.23元。

其中，在已核验的消费券
中，商户核验数量前三名分别是
八佰伴商贸、旺鲜生超市和金华
联超市，分别为755张、598张和
205 张。由此可以看出，商超还
是消费者使用消费券的首选。

而在6种消费券值中，核验前三
位券值为10元、5元和20元，分别为
858张、827张和261张，最大券值的
200元消费券，也已核验32张。

“消费券发放后，我们的客
流量提高了 17%，销售额提高了
14%，日客流量最高峰达到 2 万
多人，这些都是消费券带来的效
果。”安庆八佰伴市场营销部李
松泽介绍，为了支持大观区消费
券的活动，促进消费复苏，商场

还在大观区消费券活动的基础
上进行满减叠加活动，“短时间
损失一些利润，将换来消费市场
的复苏。”

后劲不足为哪般

此次大观区发放的消费券总
张数为52万张，截至4月22日下
午5时，累计已抽取消费券94401
张，而与首日已抽取 7 万余张相
比，随后的 6 天时间累计抽取 2
万余张显得后劲不足。而在已抽
取的 9 万余张消费券中，核验数
仅有2255张。

什么原因造成消费券抽取后
劲不足，又是什么原因阻碍了消
费券的使用？

记者走访发现，知晓率不
高、吸引力不足、使用有门槛、
使用手续多等原因都影响着消费
券的使用和抽取。

其一，知晓率不高。
为了推广消费券，大观区除

在传统媒体上进行宣传之外，还
借助了公众号、头条、朋友圈等
新媒体进行推广，参与活动的商
家也打出了广告。但记者随机采

访了十余名市民后发现，有一半
的市民还不知道这项活动。

其二，使用有门槛。
“我知道这个活动之后马上就

抽取了，可我看到需要满减才能
使用，我的兴趣就不大了。”家住
大观亭的王女士告诉记者。

“我抽了两张 200 元的消费
券，但仔细一看，商超类需要满
1500元才能使用，日常消费单笔
基本很难达到这个金额，所以一
直还没有使用。”市民常女士说。

其三，吸引力不够。
根据大观区消费券的满减政

策计算，优惠力度相当于九折，
但面对一些超市、餐饮单位本身
的会员优惠，消费券的优势和吸
引力不足。

“超市会员日3天时间里，百
货类商品是 7.5—8 折，生鲜类 9
折，还没有门槛，折扣优惠力度
大于消费券，使用消费券的人数
明显下降。”冯锦介绍。

“昨天一天只有3个顾客使用
了消费券。”小菜园餐饮八佰伴店
店长毕欣平同样表示，会员的折
扣比消费券的力度还大，还可以
积分，所以，使用消费券的顾客
很少，每天都是个位数。

此外，还有一些市民认为使
用的手续多，需要下载、注册，
比较麻烦。加上消费券面值是拼
手气抽取的，实际消费中，消费
券优惠不一定能匹配。

“有一名顾客买了 1500 多元
的商品，虽然达到了消费券最高
满减门槛，但是顾客并没有抽到，
所以只用了一张5元券。还有一
些来用餐的顾客，一般消费在二
三百元，但是没抽到相匹配的消
费券，这就造成了消费券要么用
不上，要么不能用。”一家参与活
动的商家介绍。

在大观区数据资源管理局办
公室主任陈文真看来，消费券发
放7天，参与人数2万余人，拉动
消费近60万元，效果是有的。但
是，没有达到预期。随着4月28
日商超类消费截止日期的临近，
大观区也在谋划新一轮的消费券。

“在第一次消费券发放经验的

基础上，正在探索新的方式，准
备在‘五一’后，推出新的消费
券。”陈文真说。

杠杆如何撬动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很
多行业不得不按下“暂停键”，离
消费者最近的行业最先受到冲
击，比如餐饮、零售、旅游等。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
1-2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下降20.5%，其中，餐饮收入
同比下降43.1%。

安庆同样受到影响，据安庆
市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2月，
我市限额以上单位实现消费品零
售额37.2亿元，同比下降26.6%，
其中，餐费收入同比下降52.1%，
商品零售额同比下降25.1%。

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
车”之一。为了提振消费，促进消
费复苏，我国很多城市都发放消费
券，以期通过消费券的杠杆作用，
撬动消费市场复苏。大观区也于4
月16日，在全市率先发放消费券。

安庆师范大学经济学教授潘
锦云博士认为，消费券是一种传
统的促进消费的工具，通过减
免、折扣等优惠，减少了消费者
的消费成本，肯定能在一定程度
上吸引居民去消费，从而拉动经
济，促进市场回暖。消费券在特
殊时期均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消费券发放后，需要
使用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如何更
好的发挥消费券的杠杆作用，撬
动消费大市场？潘锦云认为，需
要打出“组合拳”。

“首先需要广泛地宣传推广，
精准推送，提升知晓率；其次消
费券的力度要加大，要有吸引
力，才能真正起到拉动作用；另
外，消费券的范围可以不限于商
超及住宿餐饮，还可以向文化旅
游等方面拓展，从而拉动更多生
活服务类消费。”潘锦云说。

疫情期间涌现了很多新业态
新模式，诞生了很多新消费，潘锦
云认为，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引导，
利用消费券来刺激安庆的新消费，
通过新消费的模式，带动本地优
质产品，尤其是优质农产品生产。

消费券的作用毋庸置疑，那么，
安庆市还会发放新的消费券吗？

市商务局有关人士介绍，消费
券的发放不能仓促，也不能跟风，
需要合理规划和安排。目前，市商
务局正在就此开展调研和征求意
见，具体下一步如何走，还有待大
观区消费券活动效果的评估。

消费券，你使用了吗？
记者 常艳

为积极应对疫情对餐饮、零售等行业的影响，近日，大观区开展消费提升活动，

通过发放电子消费券的方式来促进消费、助力发展。

此次大观区共发放了52万张、价值1000万元的电子消费券。消费券的使用情况

如何？拉动消费效果怎么样？记者就此进行了走访。

4 月 22 日下午，记者来到迎
江区大二郎巷龙满旺的裁缝店
时，他正坐在一台电动拷边机
前给一条裤子合缝，左脚架在
拷边机下面的横杠上，右脚轮
换踩着左右踏板，双手在台面
上忙活着，这些对龙满旺来说
已经十分熟练。

龙满旺是宜秀区杨桥镇螺山
村人，今年54岁。他3岁时因为
一次摔伤而无法行走，当时医疗
条件有限，没有得到及时的治
疗。几年后，经过一次手术，龙
满旺恢复了行走，但左腿却始终
无法出力、无法弯曲。

17岁初中毕业后，龙满旺开
始思考，自己身体有残疾，可以
做些什么活儿来自食其力呢？最
终，他选择了学习裁缝手艺，到
邻村一位师傅家的服装厂做学
徒，前后8个月，学成归来。凭
借一双手，他实现了自力更生。

1992年，龙满旺结婚了，并
陆续有了两个孩子。随着外出打
工潮的兴起，龙满旺和妻子也曾
断断续续到外地服装厂打工，但

最终还是回到了安庆。他也尝试
过做水产养殖等，但都因为腿脚
不便而放弃。2002年，龙满旺夫
妻二人在迎江区大二郎巷开了一
家裁缝店。

定做全棉衬衣、被单被套，

还有换拉链、绞裤边、改衣服
……龙满旺用一针一线，织出了
全家人的生活希望。

龙满旺行走不便，爬楼、骑
车都很吃力，还患有严重的高血
压，每天吃药、定期复查，劳累

过度时就会头昏，视力也有所下
降，妻子曹秀珍身体也不好，两
个孩子上学开销也大。2014 年，
龙满旺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龙满旺说，被列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后，他享受到了多项扶贫政

策。老家危房改造获得了补助，孩
子上学也获得了一些费用减免和
补助，家人也都纳入了低保。

2018年，龙满旺家顺利实现
脱贫。如今，大孩子已经本科毕
业并参加工作，小孩子尚在读
研，龙满旺不敢松懈，依然在为
幸福生活而奋斗。

4月22日，记者采访龙满旺
时，他的妻子刚做完一场手术，
还在家中休养。妻子手术费用
16000 元，自费 3000 元，龙满旺
每月吃药只需几十元，健康扶贫
政策使他们的医疗支出少了很多。

龙满旺告诉记者，利用扶贫
小额信贷政策，他已先后获得14
万元贴息贷款。一个多月前，他
用新贷的 5 万元进购了一批面
料，并花2500元买了一台电脑缝
纫机。“有了这台缝纫机，我就能
接服装厂加工的活儿，这样在生
意淡季可以增加一些收入。”在龙
满旺的脸上，始终能够看到笑
容。他由衷地表示：“扶贫政策
好，我更要加油干。”

记者 罗少坤

“扶贫政策好，更要加油干”

宜秀区杨桥镇螺山村
贫困户龙满旺，小时候因
摔伤造成左腿残疾，无法
出力、无法弯曲。面临困
境的他自强不息，学会缝
纫手艺后自食其力，近年
来通过健康扶贫、小额信
贷等各项扶贫政策的实
施，他家现已顺利脱贫。
目前，龙满旺还用新贷的
5 万元给自家裁缝店进购
了一批面料，并添置了一
台电脑缝纫机，为幸福生
活而奋斗的他信心满满。

龙满旺正在裁缝店内忙碌着。 记者 罗少坤 摄

4 月 16 日开始，大观区发放电子消费券，提振消费，促市场回暖。发放 7 天，已有 2 万余
人参与，抽取消费券 9 万余张。图为一位市民从商场前的海报下走过。 记者 常艳 摄超市内，市民正在扫码下载 APP，抽取消费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