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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应对疫情防控形势，根据《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市

民政服务机构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合肥市高

新区蜀麓中心乐馨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严格按照防控指南

操作规程，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多举措筑牢场馆疫情防线。

截至目前，蜀麓乐馨按照防控指南操作规程建立工作台

账，真正实现了“防护”与“服务”的无缝隙全覆盖。 ■ 管明杨

肥东：“党史随身听”
为老党员学党史提供方便

星报讯（彭红玲 记者 赵汗青） 目前，肥东县正在全

县范围内推广“党史随身听”创新做法，要求各地各单位

认真摸排60岁以上的老党员信息，建立信息库，确保将

“党史随身听”送到每一位党员的手中，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走心走实，提高党史学习教育的参学率。

肥东县梁园镇护城社区73岁的老党员陈家令退休

前是一名村干部，因患有轻度的老年白内障无法阅读，学

不了党史，心里特着急。护城社区第一书记李甲了解这个

情况后，成了一个心病。“既然看不见，那就让他们听党史。”

一个录有党史内容的红色的收音机被送到了陈家令的手

中，打开收音机，不仅可以听到学习强国金句、党史教育有声

书，还有生动的党史小故事和一些革命题材的戏曲、歌曲等

音频，陈家令高兴地爱不释手，叫它“党史随身听”。

“党史随身听”外观就跟手机一般大小，目前收音机

里录有175个音频，制作了纸质目录，可以选择性地收听

党史内容。考虑到农村老党员的实际，操作上采用“简易

式”，设置了3个可以相互切换的模式，1个数字按键区，

老党员对照着目录按下收音机按键区的编号，即可跳转

到指定音频，操作简单，深受老党员的欢迎和好评。

星报讯（记者 祝亮） 日前，巢湖至马鞍山城际

铁路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主桥墩Z4号墩首根桩顺

利试桩成孔，这标志着巢马城际铁路马鞍山长江公

铁大桥主墩桩基础施工全面展开。

据悉，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主桥总长3253米，

为新建巢马城际铁路跨越长江的控制性工程。该项

目采用上下层结构布置形式，大桥上层公路为双向

六车道城市快速路，设计时速80公里。下层两线为

巢马城际铁路，设计时速250公里。全长9.8公里，

为目前世界上最大跨度的三塔斜拉桥，是超大规模、

超大双主跨、超高塔、超大直径钻孔桩的组合体，工

程规模大、科技含量高、施工环境复杂，建成后将创

下多项世界之最。

目前服务主桥施工的大临设施、栈桥、码头、试

验室、拌和站、钢筋加工厂全部建设完成并投入使

用。钢筋加工厂采用封闭式钢结构厂房，配备数控

钢筋弯箍机、钢筋笼滚焊机、切断机等智能化设备。

铁路建设部门对施工单位统一进行了拌和站、试

验室建设系统2.0版工程管理平台培训，在拌和站、试

验室、电子施工日志、现场视频监控、BIM技术等方

面采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全面提升项目管理水平。

巢马城际铁路新建正线 60.755公里，联络线

11.667公里。全线共设巢湖东站（既有）、含山站、

郑蒲港站、马鞍山南站以及马鞍山东站（既有）5座

车站，设计的最高速度为350千米/小时。

线路自商合杭铁路巢湖东站引出，经马鞍山市

含山县、郑蒲港新区，采用公铁大桥方式跨越长江至

马鞍山南站，近期通过联络线接入宁安城际铁路马

鞍山东站，远期经扬镇宁马铁路接入苏南沿江铁路

句容站，可达上海和苏北。

巢马城际铁路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沪汉蓉

快速通道合肥至上海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于

2019年10月28日正式开工，计划于2026年正式通

车。线路北接商合杭高铁，东连南沿江城际铁路，既

是马鞍山市与省会合肥的直接联通线，又是安徽通

往上海等长三角城市的高铁新通道，对进一步完善

区域高速铁路网布局，提升通道运输能力，促进长三

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巢马城

际铁路通车后，马鞍山到合肥乘坐高铁动车仅需40

分钟左右。

星报讯（记者 祝亮） 记者从合肥市人社局获

悉，随着技工教育蓬勃发展，合肥技工院校数量猛

增，2021年以来，合肥市已经新批4家民办技工院

校，全市在办技工院校增至25家。

数据显示，合肥市技工院校招生连续6年稳步

增长，全市技工院校在校生约6.6万人。截至5月

20日，2021年已经招生5836人。在专业设置上，取

消了新增专业审批，技工院校可自主设置专业，扩大

了学校办学自主权。围绕重点企业发展，积极开展

校企合作，为京东方、格力、长安汽车等大型企业输

送技术工人。同时，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支持技工教

育发展，对企业举办的技工院校，按毕业生层次和人

数给予院校补贴，近三年来已累计向6所院校拨付

资金4206万元。

合肥市近年来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不断

提升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年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约12

万人次。充分发挥企业在职工培训中的主体作用，

组织开展企业新录用人员岗前技能培训、企业职工

岗位技能提升培训、转岗转业培训等形式多样的职

业技能培训，提高企业职工技能素质，满足企业对技

能人才的需求。积极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养，实

现“招生即招工、入企即入校”，校企联合培养技能

人才，提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有效性。尤其是

针对当前疫情的复杂形势，合肥市继续推行线上培

训，简化工作流程，运用安徽职业培训信息管理系统

进行全过程管理，采取线上受理、线上教学、远程监

管等方式，灵活推进职业技能培训的开展。

在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合肥建成国家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6家、省级35家、市级88家。建成国家

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5家、省级3家，第45届世赛

中国副集训基地2家，第46届世赛省级集训主基地

15家。每年举办一次全市职业技能竞赛，参赛人数

和工种不断增加，社会影响力渐增。在2020年度（第

二十一届）职业技能竞赛中，274人获得“合肥市技术

能手”称号，14人获得合肥市巾帼建功标兵称号，26

人获得市青年岗位能手称号。组织开展省级名师带

高徒活动，按2万元标准给予名师一次性带徒津贴，

已累计遴选省级名师130人。2021年，3名技工院校

学生进入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名单。

此外，安徽合肥技师学院成功获批省级示范性公

共实训基地，根据技工大省政策，可获得3000万元的

资金支持，用于围绕我省主导产业和重点领域发展对

技术技能人才的需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评

价、职业技能竞赛、技能展示体验等。

合肥市技工院校增至25家
在校生约6.6万人

近日，合肥市高新区成功获评安徽省养老服务业

发展园区（基地）——智慧养老产品用品产学研基地。

高新区依托人工智能产业集聚的优势，推动智慧

养老服务业发展,自主培育讯飞医疗、华米科技、赛为

智能等骨干科技企业，并支持企业申报全国试点。

2020年，全省累计有10家企业入围全国智慧健

康养老产品和服务推广目录，其中高新区企业占5家，

涉及可穿戴健康管理类设备、健康监测设备、家庭服务

机器人等智慧养老产品，覆盖慢性病管理、居家健康养

老、互联网健康咨询等领域。高新区还有4家企业入

选民政部人工智能养老社会实验试点，提供的居家安

全监控、智能药箱等超过2000台（套）产品走进了安徽

合肥、浙江杭州、湖北武汉的试点社区及老人家中。

高新区还积极推进养老智慧化改造提升，基本建成

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服务全区1.1万余名老年人。

目前，高新区建有16个社区级居家养老服务

站、4个街道级居家养老服务站、14个社区老年助餐

机构、1家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机构、1家在建民营养

老公寓，累计提供日托床位135张、托养床位300余

张，580名低收入老人享受每人每月600元的居家

养老服务补贴，实现居家养老服务和社区助餐服务

100%全覆盖。 ■ 曹扬眉

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

大桥主墩桩基础施工全面展开

合肥市高新区推动
智慧养老产学研基地建设

宿州埇桥区西二铺乡
把“关键小事”当作“民生大事”

自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以来，宿州埇桥区西二铺

乡党员干部把“关键小事”当作“民生大事”。

聚焦道路维修，村民出行更方便。西二铺乡葛林村小

凡家至南李组之间的道路，有一段长达1200米的泥巴路，

一到雨季，坑洼路面积水严重，给群众出行带来困难，葛林村

“两委”干部对该路段进行改造维修，铺上沙石，解决了村民

出行难的问题。葛林村老党员邱学立个人出资，购买石子，

并动员身边的党员，将演寺庄至西外环之间铺成石子路。

聚焦路灯维修，乡村夜晚亮起来。西二铺乡各村党

员干部自发组建路灯维修小组，对各自辖区内重要路段

及村民集中活动的广场的路灯进行全面巡查。

聚焦困难群众，村民心里暖起来。4月份是小麦赤霉

病的高发期，眼看着小麦生了病，沟西村困难残疾人陈光

民却没有能力自己打农药，心里急得直冒火，沟西村伯油

坊支部党员陈光绪、陈光全及先进青年陈鑫知道这一情

况后，“主动请缨”为陈光民义务播打小麦防病虫农药，预

防小麦赤霉病，一方面解决了该贫困户无法劳动的实际

困难，另一方面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 ■ 韩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