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太湖县大力实施民生实
事“放心家政”行动，通过系统化、专业
化的家政服务培训，不仅帮助群众掌
握一技之长，开辟就业增收新渠道，同
时推动了全县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家政服务需求。

6月12日上午，徐桥镇居委会会议
室里人头攒动，一场别开生面的家政
服务培训正在这里火热进行。学员们
整齐地坐在课桌前，整齐摆放着家政
服务手册、实操流程图和崭新的笔记
本，专注地听着老师讲解家政服务的
专业知识。

老师通过生动的案例和互动实
操，向学员们传授家庭保洁、母婴护
理、老年照料等专业技能，打破了大家
对家政服务的传统认知。

“我今天第一次来参加社区举办
的家政服务培训，在我固有的思维里
一直以为家政服务就是简单的打扫卫

生、做饭，通过今天的培训我才发现这
里面有很多的专业知识，让我收获很
多，对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都有很大
帮助。”学员阳彩霞说。

本次培训中，既有像阳彩霞这样的
“新手”，也不乏经验丰富的“老将”，希望
通过系统学习，进一步提升自身技能，为
未来的就业或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以前我在上海做过家政服务，正
好家乡有这样的好机会，我也来参加
培训，提升自己。”学员孙海桃说。

为了确保培训效果，徐桥镇各村
妇联通过微信群宣传、走村入户动员，
精准对接群众需求，让想参加、愿意来
的群众都能参与进来。培训现场，妇
联工作人员全程跟进，做好后勤保障，
确保每位学员都能安心学习。

“此次家政服务培训，为广大农村
妇女送去实用的家政技能，为有意愿
从事家政服务业的群众搭建平台，拓

展她们增收致富渠道。”徐桥镇妇联主
席李国琴说。

徐桥镇的培训场景只是太湖县“放
心家政”行动的一个生动缩影。2025
年，太湖县以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为
主线，计划培训家政服务人员1405人
次，其中岗前培训350人次，回炉培训
1055人次，新增家政从业人员700人。

为确保培训工作落到实处，太湖
县成立了由县商务局、县妇联、各乡镇
人民政府、培训机构及第三方评估机
构组成的工作组，明确分工，协同推
进。培训内容涵盖职业道德教育、家
政服务通识及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形
式以集中授课和互动实操为主，确保
学员学以致用。

县商务局工作人员汪夏靖介绍，
2022 年以来，全县积极推进“放心家
政”行动，促进家政服务提质扩容。按
照“应培尽培、上岗必培”的原则，通过

岗前和回炉培训模式，提升家政从业
人员技能。截至今年上半年，通过培
训的家政人员在县内外就业供不应
求，人均月收入7000余元。

县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汪媛媛
说：“放心家政行动以直通车、巡回班
等形式将家政培训送到群众的家门
口。让有意愿从事家政行业的群众掌
握技能，提升从业人员综合素质和就
业能力。行动自2022年开始实施，3
年来累计培训9506人次。”

从徐桥镇的一间教室到全县的千
家万户，太湖县“放心家政”行动正以
实实在在的成效赢得群众口碑。通过
技能培训，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和待
业群众找到了就业新方向，家政服务
行业也朝着专业化、标准化迈进。未
来，太湖县将继续以民生需求为导向，
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
振兴注入新动能。 （通讯员 刘鑫）

精准对接需求 开展专业培训

放心家政为农民找到就业新方向 新闻广角新闻广角

2025年6月16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王枫 特约编辑：刘辉 电话：5325903

县（市）区新闻

本报讯 落户于太湖县经开区的
安徽杰菲特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以创新
为引擎，通过自主研发、严控品质、
拓展市场，逐步成长为行业标杆，为
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走进该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化
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地完成
注塑、组装等工序，工人们有条不紊
地操作设备、检测产品。车间内，一
排排日化包材产品经过精密模具成型
后，进入自动化检测线，激光传感器
快速扫描产品外观，确保零缺陷出

厂。该企业全年产品产量高达2亿多
只，年销售额突破6000万元。

“公司拥有一支专业的模具研发团
队，目前研发的一款全塑开关泵产品，
达到了国家环保质量标准。我们始终
秉持自主研发的理念，不断优化产品设
计和生产工艺，实现技术突破和产业升
级。”技术负责人欧阳炳华说。

该公司始终将技术创新作为企业
发展的核心动力。近年来，公司累计
投入研发资金超200万元，并与安庆
师范大学等高校建立校企合作，全塑

开关泵产品的成功研发，不仅填补了
国内市场空白，更以环保、轻量化、
高密封性等优势远销欧美，带动企业
年产值增长35%。

在质检实验室内，质检员正对一
批即将发往俄罗斯的产品进行最后的
测试。公司建立了覆盖原材料、过
程、成品的三级质检体系，关键工序
实行“一物一码”全程追溯。所有的
产品每天都要经过三次外观检测，真
空检测，确保符合国际标准。凭借严
苛的质量管理，杰菲特包装科技通过

ISO9001国际认证，成为联合利华等
一线品牌的长期供应商。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拓展俄罗斯、
土耳其等沿线国家市场。通过持续强化
研发创新、优化产能布局并扩大生产规
模，全面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精准对接
国际新兴市场的需求，实现高质量全球
化发展。”该公司总经理章留华表示，目
前公司投资1.2亿元的二期智能工厂正
在如火如荼建设中，将新增2条全自动
生产线，达产后年产值可达2亿元。

（通讯员 徐虹 刘鑫）

技术创新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连日来，太湖县40万亩
单季稻迎来插秧的“黄金期”，当地
抢抓农时，全面推行机械化插秧，通
过强化政策引领、服务保障、技术指
导等举措，勾勒出一幅万象“耕”新
的稳丰收图景。

在大石乡某家庭农场水稻种植示
范基地里，种植大户卓张应正与工人
们一起驾驶插秧机来回穿插作业，嫩
绿的秧苗整齐排列在田间。

“今年种了800多亩单季稻，全部
采用机插秧，与往年人工对比，成本
大大减少了，所以对今年的丰收充满
信心。”卓张应说。

大石乡是太湖县水稻种植主产区
之一，全乡水稻种植面积将近50000
亩，其中单季稻45000亩。面对较大
的种植面积和紧迫的时间任务，当地
早谋划早部署，从水田翻耕、灌溉、
平整到秧苗培育、挑选，各个环节严

格把控，同时当地农技部门，针对不
同地形和土壤条件，安排农技人员上
门开展一对一技术指导。

“当前正值单季稻栽插关键时期，
农业部门安排农技人员到田间地头指
导种粮大户搞好秧苗管理、插秧作业，
鼓励育秧中心、种粮大户之间进行设
备、劳动力、技术共享，错峰插秧、分批
机插，确保不误农时季节。”大石乡农
业农村中心主任刘文进说道。

太湖县今年种植单季稻超过40万
亩，针对当前机插秧推广中的短板，
当地积极推动农机装备升级，鼓励种
植户利用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淘汰
老旧插秧机，同时加快推进现有农事
服务中心育秧设施建设与应用，进一
步提升育秧能力，为种植户提供一站
式服务，为下一步的水稻丰收打下坚
实基础。

（通讯员 吴阳金 苏勇）

万象“耕”新绘“丰”景

本报讯 初夏时节，一辆满载着
晶莹透亮的菜籽油的货车从太湖县天
华镇马庙村大别山农产品加工厂内驶
出，发往宣城市，该厂今年新油压榨
季正式开启。

走进榨油车间，机器轰鸣奏响生
产序曲。粒粒饱满黝黑的油菜籽，在
自动化生产线上历经压榨、过滤、精
炼、沉淀等精密工序的淬炼，最终化
作汩汩流淌的金黄新油。这沁人心脾

的新油，浸润着丰收的喜悦，更涌动
着乡村产业振兴的蓬勃生机。

这座现代化加工厂，是天华镇党
委“1+1+N”产业联盟发展思路落地的
标杆成果。在中央乡村振兴衔接专项
资金的有力支持下，依托安徽交控集
团的精准定点帮扶，双方共同投资
500余万元，建成了这座占地1200余
平方米的综合性产业基地，集大米、
菜籽油加工与展销功能于一体。

该加工厂的大米生产线成功取得
“SC生产许可证”，菜籽油生产线获得
“小作坊登记证”。这使其成为天华镇
首家同时拥有“双证”资质的加工类企
业，不仅为产品打开更广阔的市场准
入通道，实现规范化、品牌化发展的跃
升，也为有效联农带农提供坚实的品
质保障。

工厂全面投产后，预计年加工稻
谷超100吨、油菜籽超50吨，年产值可

达260余万元。一粒粒小菜籽，在现代
化车间里完成向“致富油”的华丽转
身。展望未来，工厂将积极开拓市场
化销路，深度融合线上线下渠道，探索
直播带货、商超直供等创新模式，助力
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带动更多农户
增收致富。马庙村也将沿着“产业联
盟”的路径，将传统农业资源转化为强
劲市场竞争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通讯员 刘辉 黄庆）

“产业联盟”联农带农富农

本报讯 日前，太湖县建设工
程质量监督部门组织专项检查组，
深入在建工地，开展质量监督专项
服务，通过严格检查与技术指导双
管齐下，全力为民生工程项目建设
保驾护航。

在太湖县清风健康养老中心项
目建设现场，质监站检查组对项目主
体结构分部工程进行了验收前的全
面监督检查。该项目建筑面积6000
余平方米，包括健康养老中心、医疗
保障中心等设施，建成后将提供150
张养老床位，惠及周边老年群体。

检查组深入施工现场，重点对
主体结构的混凝土强度、钢筋绑扎、
模板支护及砌体施工质量等关键环
节进行了细致检查，并详细核查施
工技术资料、材料进场验收记录及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确保所有环节
均符合设计要求和规范标准。

“在前期日常监督巡查的基础
上，我们还重点加强了钢筋、混凝土
等结构原材料的抽查抽检。”县质监
站副站长胡祥高介绍，“目前，该项目
处于主体结构验收准备阶段，此次质
量监督检查，主要对现场实体质量和

工程质保资料进行核查核验。对发
现的相关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
帮助项目及时消除质量隐患，确保
项目质量符合相关标准。”

“质监部门主动上门为工程把
脉问诊，为工程质量和安全保驾护
航。后续，我们将高标准、严要求推
进项目建设，努力打造群众满意的
民生工程。”项目总监理工程师陈纪
坤说。

近年来，县质监站持续深化“放
管服”改革，秉持“监管与服务并重”
的理念，通过“事前介入指导、事中
跟踪服务、事后闭环管理”的全链条
服务模式，针对市政基础设施、安置
房、医院、健康养老项目及园区重点
项目等，提供优质高效的技术支持
和监督服务，既筑牢工程质量安全
防线，又助力工程项目实现早竣工、
早投用、早见效。

“下一步，县质监站将持续深化
监管与服务并重模式，强化对参建
单位的质量责任督导，不断提高监
督服务水平，以实际行动护航重点
民生工程建设。”胡祥高说。

（通讯员 尹茗）

服务“不打烊”护航“质量关”

本报讯 太湖县弥陀镇河口村
大胆探索，将长期闲置的旧村部资
产盘活利用，成功新建起现代化标
准厂房。该厂房占地面积4亩，总
建筑面积达2600平方米，水电、道
路等配套设施完善，为项目落地提
供了坚实保障。

河口村通过“内搭平台、外联
老乡”，成功招引本土在外优秀企
业家返乡投资——安徽乐蹦运动器
材有限公司顺利入驻并投产运营。
企业专注于户外运动器材生产，产
品远销欧美市场，订单充足。

这座从闲置资产中“生长”出

的新工厂，已成为带动乡村活力的
强劲引擎。企业吸纳周边30余名农
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家门口”稳定
就业，并为村集体经济注入了可持
续的增收活水，实现了村民与集体
的“双赢”。

“下一步将启动河口老粮站闲
置资产的盘活利用计划，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搭建发展平台，积极对
接、热忱呼唤在外优秀人才、乡贤
企业家，带着项目、资金、技术返
乡创业兴业，共同参与家乡建
设。”河口村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讯员 鲁传龙）

盘活闲置资产 推进兴业富民

本报讯 太湖农商行持续推进
普惠金融服务下沉，在各乡镇设立

“惠农金融服务点”，将银行服务延
伸至村民“家门口”，方便村民足
不出村办业务。

“以前存钱、取钱要到大石岭信
用社，路程很远，很不方便。现在，
在家门口就能够办理业务，给我们
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在大石乡大明
村金农信e家惠民金融服务点，取完
钱后的胡慧娟高兴地说道。

金融便民服务点是县农商行在
乡村设立的微型金融服务站，配备
智能终端、POS机等设备，可办理
小额现金存取、转账汇款、社保缴
费、养老金领取、医保查询、水电
费代缴等10余项基础金融业务。针
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等特
殊群体，部分便民服务点还到家入
户提供上门服务。

“服务点主要是老人来取养老
金以及一些商户的烟草转款、转账

等。大概平均每天来办业务的有七
八个人，最忙的时候是过年，大概
一天有二三十人，最高峰有三四十
人。平时的业务量一天大概万余
元，过年时在十万元左右。”服务
点负责人欧阳建华说道。

县农商行聚焦群众需求，践行为
民服务宗旨，持续推进普惠金融服务
下沉，有效解决了农村地区金融服务

“最后一公里”难题，切实将学习成果
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大石
乡已设立9个金融便民服务点，覆盖
所有行政村，惠及3万余名村民。

“下一步将依托现有金融便民
服务点，进一步拓宽服务范围，不
断加强金融知识普及和电信诈骗防
范宣传。同时，也将优化助农终端
功能，持续提升服务质效，让更多
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便捷、
更安全的金融服务。”太湖农商银
行大石支行内勤主任杨秀说。

（通讯员 尹茗）

终端下沉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6月12日，太湖县举办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
患”为主题的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县直相关部门现场开展消防、燃气、交通
等各方面安全知识宣传普及活动，收到了良好效果。 通讯员 刘辉 摄

正值夏耕时节，在太湖县广袤的
田野间，成群结伴的白鹭与“铁牛”一
起嬉戏，或亭亭而立，或窃窃私语，或
相互打闹，或振翅起飞，或俯冲衔食，
或悠闲休憩，与新犁的田垄泛着亮丽
的光泽，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了一道
绝妙的田园风景，奏响了一曲农耕的
夏日欢歌。

通讯员 刘辉 摄

鹭舞田园景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