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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 今年以来，我市坚持就
业优先政策，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
业岗位，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新增就
业保持增长。1-7月，全市城镇新增就
业 20707 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59.16%。

为做好重点企业用工服务，我市
人社部门围绕重点园区、重点项目及
十大产业链重点企业，持续开展“三
级三方”服务千企行动。今年以来，
帮助87家重点企业协调解决用工需求

9580人，累计发布1830家（次）企业
岗位59444个。

今年以来，我市组织开展就业援
助月、春风行动等专项活动，通过直
播带岗、上门送岗、集中返岗、技能
培训等形式，集中帮扶农民工、就业
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6月底脱
贫人口务工规模33.82万人，乡村公益
性岗位安置就业17315人。强化困难群
体帮扶，优先提供就业岗位，今年以
来，帮扶失业人员再就业5804人、就

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2027人。
同时，我市加大创业扶持力度，全

市新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1.5亿元，同比
增长2.98%，扶持3921个创业主体，带
动就业13050人。向159户缓解吸纳就
业多、稳岗效果好且用工规范的优质中
小微企业发放“稳岗贷”8.97亿元。开
展第二届“宜创宜成”创业大赛、周六创
业课—创业培训直播、“培育创业能
人 助力乡村振兴”创业大讲堂等多元
创业活动，营造良好创业氛围。

我市还创新推出了“人社局长直
播带岗”“老茂说·就业创业”直播带
岗服务品牌，今年已举办“2+N”招
聘会756场，服务企业数17081户次，
提供岗位74.7万个，达成就业意向数
约3万人次。“三公里”就业圈继续推
进就业服务窗口前移、服务下沉，全
市 146 个城市社区已实现“三公里”
就业圈全覆盖，58%的城市社区达到
充分就业社区建设标准。
（全媒体记者 刘惠子 通讯员 侯吉康）

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

前7个月全市新增就业2万余人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与感染性物
品面对面；他们不惧高温，搬上搬下
百斤“医废垃圾”；他们在50摄氏度的
火炉边巡检一丝不苟，确保医废无害
化处置……他们就是安庆医废集中处
置中心的工作人员。

医疗废物及时收运和安全无害化处
置是防止疾病传播、保护环境卫生、保障
人体健康的重要举措。安庆市医废集中
处置中心承担着全市医疗废物处置工
作，目前已实现对全市主要医疗机构、乡
镇卫生院及个体诊所和村卫生室的全覆
盖。今年1-6月，该中心共安全转运、无害
化处置医废1595吨，每天平均处置9吨。

转运：
来回10余次，搬运医废80余箱

7月29日早上4时，医疗垃圾转运
车驾驶员刘柏明出门上班；5时，到达安
庆市医废处置中心集中停车场取到车
后，与押运员叶罕汇合；5时40分左右，
到达安庆市立医院南院区，开始转运工
作。只见两人戴上口罩，手上在白色的
劳保手套外，又套上一层灰色的胶皮手
套，以确保操作时的安全。叶罕为了防
止汗水流入眼睛，还专门在额头套上一
条运动发带。

全副武装之后，两人拉着拖车，开
始医废垃圾的搬运。一辆拖车一趟可装
6至8个转运箱，转运箱装载的医废不
同，重量也不一样，一般在10公斤左右。
因此，拖运一趟就是60-80公斤。

医废垃圾的暂存点在地下1层，只有
一个进出口，刘柏明和叶罕面临的最大
难题就是一个40度左右的斜坡。拖车装
满后，只见刘柏明在上，两手紧拉拖车，
一边拉一边后退着上坡；叶罕则在下方，
弓着腰，双手抵在转运箱上，使劲向上
推。好不容易到达转运车后，两人还需合
力，将转运箱一个个搬上车厢，整齐排列
好。此时，两人的后背开始汗湿。

搬运到第2趟时，刘柏明两人戴着
手套的手已冒汗，胶皮手套锁住了热
量，棉纱制的劳保手套被汗粘黏在手
上，微微刺痛。

第3趟时，两人后背几乎全部湿透，
汗水从额头直往眼睛里流。但是接触医
废的手，不能擦汗，刘柏明只能将手臂
伸直，歪着头，蹭掉脸上的汗珠。

如此往复十余次，两人当天在市立
医院共回收了80余箱医废垃圾。

收集完医废垃圾后，刘柏明和叶罕
还需要将其转运至安庆医废集中处置
中心焚烧车间“下货”。

焚烧车间投料区的温度在热解炉
的“煽风点火”下足有40℃左右，9时的
太阳已初显“毒辣”，因出灰上料时间迫
近，刘柏明和叶罕又马不停蹄，将车厢
里80余箱医废垃圾卸至指定区域。

搬下最后一箱医废垃圾，时间已经
过9时30分，太阳显出“威严”。此时，刘
柏明和叶罕的上衣已完全汗湿，就连裤
子的束腰处，也已有了明显的汗湿，而
叶罕额头上的发带也已浸满汗水。

巡检：
50℃的火炉旁，每小时一次

10时30分，正是设备运转的高峰时
段，这也是热解炉操作工最忙碌的时候。

热解炉操作工马俊开始了今天的第
三次巡检，操作工裴全芳则在屏幕前实
时监控数据，40分钟前，裴全芳刚结束一

轮巡检，湿透的上衣还挂在椅子上。
热解炉操作工主要负责车间设备

操作、燃烧情况实时监控和设备巡检
等，其中巡检最为辛苦。“我们两人一班
岗，工作 12 个小时，巡检一个小时一
次。”马俊说。

走近热解炉，一股热浪扑面而来，越靠
近设备温度就越高，脸部也被烤得生疼。

“热解气化炉最高温度在800℃左
右，炉外也有50℃，你离远点，别直接接
触机身。”马俊提醒记者的同时，自己却
弯下腰，侧着身，一侧耳朵不断靠近机
身，“听引风机、送风机等是否有异响，
是巡检的重要环节。”

焚烧车间越往里走，热浪的压迫感
越来越强，不一会，马俊的上衣湿透了，
脸上也挂满了汗水。

据马俊介绍，该装置能够自动控制
燃烧温度，是成熟的垃圾处理技术之
一，可以保证燃烧炉烟气温度不小于
1100℃，确保抑制二噁英类有毒有害物
质的产生，做到医废无害化处置。

在巡检过程中，闷热感从未消失，
记者跟在马俊身后，虽然离热解炉尚有
一段距离，但脸部已经被热气“蒸”红，
刺痛感不断传来，身上的衣服不断被汗
水浸湿，又被高温烘干。

这种循环，在马俊的上衣上最为明
显。当他离热解炉远一些的时候，衣服湿
的很快，每每走近热解炉，俯首查看炉内
燃烧情况时，上衣又一点点被烘干。

“巡检工作马虎不得，必须认认真
真做，这关系到整个车间和周边的安
全，也关系到医疗废物处置的安全。”在
车间巡检半个小时后，马俊的这一轮巡
检才结束。

根据安排，一个小时后，他又将开
始新一轮的巡检。

全媒体记者 管炜 通讯员 赵俞
实习生 章宇潇

与“烈火”为伴 与“高温”共舞

日处9吨，他们是医废处置“守门员”

本报讯 为维护乡村文化安全，
营造文明清朗文化环境，提高广大群
众对“扫黄打非”工作的认知度、支持
度、参与度，望江县漳湖镇以“四融
入”深入推进“扫黄打非”进基层，织
密“扫黄打非”乡村工作防护网。

融入文明实践，筑牢“基础网”。
依托精神文明建设现有平台，扎实推
进“扫黄打非”同新时代文明实践相
结合，将“扫黄打非”工作融入到各类
文明实践活动中去。采取发放明白
纸、印发倡议书、联合开展主题活动
等多种方式，推动“扫黄打非”与“文
明创建”共同发展。

融入理论宣讲，打造“舆论网”。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将“扫黄打非”宣讲
同理论宣讲结合起来，依托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乡镇党校等文化阵地推进

“扫黄打非”工作。积极开展“扫黄打
非”知识宣讲系列活动，普及“扫黄打
非”基本知识，发动党员、群众积极参
与，扩大“扫黄打非”基层影响力，增

强“扫黄打非”工作关注度。
融入基层工作，织密“安全网”。

将“扫黄打非”融入基层日常工作中，
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文明创建、平
安维稳等基层工作交织进行。组织
综治办、派出所、文化站等单位人员
联合开展整治行动，重点加强对校园
周边商铺、宾馆旅社、快递网点等重
点区域的日常巡查，切实发挥基层网
格员的前沿哨兵作用，做到“扫黄打
非”无“漏网之鱼”。

融入各项活动，织牢“保障网”。在
乡村各级组织开展的各类线上线下活
动中穿插“扫黄打非”宣传行动。在“送
戏下乡”里融合“扫黄打非”法规宣传；
在开学第一课中融入“扫黄打非”知识
科普；在“3·15”打假宣传活动中，融合

“扫黄打非”版权宣传；在“乡村春晚”文
艺活动中，融合“扫黄打非”知识问答
等，真正做到寓教于乐、寓学于乐。今
年以来，漳湖镇开展各类宣传实践活动
10余次，参与学生达500余人。

（通讯员 章含文）

“四融入”筑牢“扫黄打非”防护网

本报讯 7月30日，市地震局开
展2024年“政府开放日”活动，16名市
民代表走进市地震局，实地了解部门
工作、地震知识等。

活动中，市地震局向市民代表详
细介绍机关运行及工作职能，并对地
震知识进行科普宣传。通过“政府开
放日”活动，进一步深化了政务公开
工作，提升了广大群众对防震减灾工
作的满意度，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情
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安庆市地震灾害预测系统采用
先进的图像预处理技术，能够在地震
发生后10秒内快速确定本市地震应
急级别、应急方案、模拟地震灾害损
失程度和灾害分布情况。”“有记载以
来，安庆市共发生3.0级以上地震41
次，4.0级以上地震7次。”“这是测震
仪，里面有3个流动摆，地震发生后，

会对摆产生震动，我们工作人员可以
通过它去实地检测余震情况。”……
近1个小时的时间里，市地震局从震
灾防御、装备仪器等方面为市民们送
上一道科普“大餐”。

“今天第一次来到地震局参加
‘政府开放日’活动，收获了很多干
货。目前，乡村的防震减灾宣传还比
较少，希望市局能够拓展宣传渠道、
宣传形式，让更多的市民掌握防震减
灾安全知识，做到临‘震’不慌。”市民
代表潘君说。

“下一步，市地震局将开展更多
社会需要、群众喜欢、服务面广的科
普活动，不断提升全民防震减灾素
质，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市地震局
局长潘连宇表示。

（全媒体记者 余永生 通讯
员 谢竞）

市地震局开展“政府开放日”活动
提升全民防震减灾素质

高温下的坚守坚守

▲刘柏明（左）和叶罕（右）将医废垃圾装上转运车，身上的衣服已汗湿。
全媒体记者 储永志 摄

▶转运结束后，工作人员头上的发带拧出水来。
全媒体记者 储永志 摄

（上接第一版）

完善企业培育“金字塔”

3月，工信部发布第八批国家级制
造业单项冠军名单，桐城市安徽金田高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入选。安庆的企
业梯队培育有了“金字塔尖”。

从省专精特新企业到国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再到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一路走来，金田公司靠的是一张“膜”。

“BOPP薄膜广泛应用糖果、香烟、饮
料、纺织品等包装上，围绕BOPP薄膜，我
们研发出热封膜、珠光膜、消光膜等多种
产品，已获得200多项专利。”该公司研发
主管齐先锋说。如今，这家深耕功能膜
的公司已实现年产值近50亿元，产品市
场占有率跻身全球前三，产品远销欧美、
中亚、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地区。

与金田公司不同，位于太湖经开区
的安徽绿动能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

“瓶”的小巨人企业。产品包括车用压缩
天然气气瓶、工业气体用瓶、消防瓶等。

经过 10余年的发展，该公司已建
成6万平方米的标准化工厂，6条气瓶
旋压生产线，3条热处理调质线等，具
备年产45万支气瓶的生产能力，产品
全球总销量高达200多万支。

今年，该公司又瞄准清洁能源赛道
拓展业务范围。“现在国家大力推荐氢能
源，绿动能源在国内这个行业里是研发
最早的一家。我们投资2亿元新建一条
年产4万支的储氢气瓶生产线，计划于今
年11月投入生产，预计每年可为企业增
加产值5亿元。”该公司副总经理王波说。

近年来，安庆坚持“省创新型中小
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的梯度培育原则，通过鼓励科技含
量高、设备工艺先进、管理体系完善、市
场竞争力强的中小企业专注细分领域，
不断做大做强，培育了一批在产品、技
术、管理、模式等方面创新能力强、专注
细分市场、成长性好的优质中小企业。

今年以来，全市制造业单项冠军实
现“零突破”，新认定省创新型中小企业
126户，5家企业进入单项冠军省级培育
库，5家民营企业和5名民营企业家获得
省委省政府“新春第一会”通报表扬。

注入转型升级“新动能”

走进安庆经开区的安徽安簧股份
有限公司智能车间，钢花四溅、热火朝
天。历经两年多时间的改造试运行，投
资1.6亿元、年产400万件轻型车用柴油

机活塞智能化生产线正式批量生产，这
标志着该公司在传统机械制造领域实
现转型升级，迈入崭新阶段。

“目前这两条生产线代表了国际国
内先进的工艺和技术水平，产量是我们
手工线的4倍左右，人员减少了70%，
产品品质稳定提高，模具寿命大幅提
升。”安徽安簧股份有限公司锻造工厂
副总经理程希枝说。

安徽安簧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
事汽车零部件生产和销售的“老企
业”。多年来，这家公司不断加大技术
升级和改造力度，获得“国家级绿色工
厂”“第四批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
业”等多个称号，走出了一条智能化、绿
色化的转型之路。

安簧是安庆从“制造”转型“智造”
的一个缩影。

安庆是工业大市，全市有近 1800
家规上工业企业。从“大市”迈向“强
市”，“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化改
造是必由之路。

今年以来，安庆着力打造“数字化
转型”“光储产业发展”“5G+工业互联
网”三大品牌，推进先进光伏和新型储
能产业纵深发展，打造数字化转型的

“安庆方案”。
谋划实施“千亿技改、千企升级”专

项行动，1-6月份，实施制造业重点技术
造项目98个，已完成年度目标任务（100
个）的98%，技改投资同比增长33%，增
幅高于全省平均3个百分点。县（市、
区）数字化转型“多点开花”：安庆经开
区、高新区获评2024年度安徽省制造业
数字化转型示范园区；宿松经开区通过
省级数字化转型示范园区（第二批）中
期评估（全省4个）；振宜汽车成为9个
省级龙头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示范项
目之一……安庆市成功入选2023年安
徽省数字经济成效明显地区。

印发《关于加快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
产业集群建设的实施方案》，建立产业运
行监测机制，及时、准确掌握产业发展情
况；建立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企业
库、项目库，定期开展行业分析；建立企业
诉求办理反馈机制，高效、精准解决产业
发展问题。上半年，全市重点光伏及锂电
池企业实现产值超115亿元，招引亿元以
上项目12个、总投资额近290亿元。

加快“5G+工业互联网”新技术新场
景新模式向工业生产各领域各环节深
度拓展，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融
合发展。1-5月，全市新建5G基站520
个；成功申报3个国家级5G工厂，数量
居全省第2。
全媒体记者 余永生 通讯员 李晶晶

本报讯 “公司正在起步阶段，
‘重点项目直通车’来得很及时，帮我
们吃透了很多政策，熟悉了项目建设
审批流程，对我们帮助太大了。”桐城
文昌街道一家企业负责人对桐城市

“重点项目直通车”服务赞赏有加。
据了解，该企业为文昌街道招商

引资企业，主要经营高速公路配套产
品、机械安装高速护栏板技术等相关
业务，因土地规划、土地报批等诸多
难题一直未成功落地。知晓企业困
难后，7月17日下午，市“重点项目直
通车”办公室迅速联系文昌街道相关
负责人，组织桐城经开区、数据资源
管理局、企业服务中心以及资规、市
场监管、发改、环保、住建等部门行政
审批窗口负责人，直达文昌街道，为

企业送政策、送信息、送服务，现场会
商企业注册、发改备案、工程报建等
事宜，在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解
答了企业的疑问，提出了解决对策，
畅通了政企沟通渠道，一个个问题迎
刃而解。

今年以来，桐城市“重点项目直通
车”以“有求必应、直通快办”的服务模
式，通过部门与属地政府联动，及时掌
握企业需求，主动上门服务，累计服务
重点项目73个、93家市场主体。

下一步，桐城市“重点项目直通
车”办公室将定期对服务企业进行回
访，了解企业发展现况，帮助企业疏
通堵点，减少企业跑动次数，节约企
业办事时间，助力企业加速发展。

（通讯员 黄婷）

“重点项目直通车”
专解企业“急难愁盼”

7月29日，怀宁县马庙镇泥河村退役军人汪云龙在海虾基地投喂饲料。近
年来，怀宁县大力培育“乡村兵哥 CEO”，打造出一支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相适
应、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能带富的乡村退伍军人人才队伍，为乡村
产业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通讯员 檀志扬 丁浩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