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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4年，烈山区坚持
以招商引资为主攻方向、以项目
落地为重点抓手、以服务企业为
主要手段，凝聚资产盘活工作合
力，多措并举让“沉睡”的存量资
产“动”起来，全力推动资产盘活
工作取得实效，厚培“近悦远来”
良田沃土。截至目前，全区存量
土地共计 903.51 亩，通过多种方
式盘活利用土地 810.13 亩，盘活
占比89.66%。

咬定目标不放松，提高闲置
盘活执行力。坚持谋定而后动，

深入分析全区各类闲置资产的资
源禀赋，精心挑选合适的盘活路
径，有的放矢、精准施策。对商业
经营性资产、工业厂房资产，细分
可出售、可租赁、可股权置换合作
等方式，通过加强经营性资产市
场化运作，选取第三方专业运营
机构合作模式，全面提升资产管
理运营效益。聚焦主导产业搞盘
活，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用盘活存
量带动培育增量，实现盘而有
效。目前，27家招商引资企业已
入驻盘活低效工业用地。

统筹力量盘资源，打破盘活
方式局限性。通过排查梳理园区

内现有资源，组织开发制作“云投
烈山”招商平台，全方位、立体化
诠释主导产业、招商区块、优质资
源、政策扶持等内容，将全区招商
资源搬上“云端”，并结合VR全景
展示系统，打造“城市前台、投资
首站”云上考察通道。落实资源
和信息共享，形成工作合力，为资
产盘活工作实现统筹调剂提供了
平台，为跨部门资产需求匹配打
开通道，有效打破跨部门盘活方
式的局限性。

提升能力抓落实，凝聚资产
盘活工作合力。该区依托机构
改革强化招商队伍建设，优化调

整 3 支驻点组、4 个产业团；举办
线上线下培训 6 次、产业链交流
会 8 场，切实提升专业化招商能
力。一方面，积极探索“金融招
商”新模式，引荐银行负责人挂
职服务企业第一线，打好资本运
作、金融创新“组合拳”；另一方
面，积极向企业推介已基本完成
前期开发投入、可低成本使用存
量土地，将闲置资源整合利用，
做 到“ 服 务 好 一 个 、引 进 来 一
批”。新签约千锂鸟 PACK 生产
线项目、工达机械制造等项目，
唤醒企业“沉睡”资产，助力经济
发展提质增量。

本报讯 为有效防范应对
冬季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连日
来，市市政工程处早谋划、早
部署、早落实，从设备调试、物
资准备、安全作业等方面入
手，全面做实做细应对准备工
作，切实保障道路畅通和市民
出行安全。

市市政工程处提前部署
冬季除雪保畅工作，道路养护
人员积极落实相应措施，针对
性梳理完善防冻应急预案，组

建了30余人的应急抢险救援
队伍，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
人，确保除雪保畅工作部署精
准到位。

及时储备各类除雪铲冰
物资，现有融雪盐撒布机 1
台，铲车1辆，铁锹、大扫把等
各类应急保障器具近200件，
融雪盐 10 吨，并与租赁扫雪
设备企业等建立联系，以备应
急使用；与融雪剂供应商洽
谈，提前拟定供货方案，确保
融雪剂供应充足。同时，加强
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安排专业
人员对车辆、融雪盐撒布机等

设备进行专项检修，确保工作
状态良好稳定。

遭遇雨雪冰冻恶劣天气
时，市市政工作人员将加大对
责任区域内重点路段、易冻路
段及各类市政设施的巡查力
度，特别加强立交桥、过街天
桥、下穿铁路桥、大陡坡等重
点区域的巡查，随时准备启动
除雪抢险工作。

下一步，市市政工程处将
秉持为民服务理念，时刻关注
天气变化，以雪为令、闻雪而
动，用实际行动保障城区道路
安全畅通。

本报讯 为健全农村留守儿
童关爱服务体系，加大农村留守
儿童帮扶力度，市民政局积极开
展农村留守儿童牵手行动，以未
保委成员单位和党员干部为主
体，统筹多方力量关爱农村留守
儿童，营造全社会共同关爱农村
留守儿童的浓厚氛围。

制定实施方案。印发《淮北
市2024年农村留守儿童“牵手行
动”动态调整通知》，明确帮扶联

系事项、保障措施。同时，注意农
村留守儿童及其家庭个人信息和
隐私的保护，要求市未保委成员
单位积极动员本单位有爱心、有
责任心、无违法犯罪记录的党员、
干部担任牵手人，落实牵手义务、
开展帮扶联系。

开展摸底排查。要求各县
（区）未保办组织对本辖区内留守
儿童、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进
行摸底排查。全市36名乡镇儿童
督导员、443名村（居）儿童主任，
逐户摸排、动态调整辖区内农村
留守儿童底数，精准掌握其生存

状况，对符合牵手行动要求的儿
童做好信息台账建立并录入全国
儿童福利信息系统，为牵手行动
实施提供数据支撑。

优化牵手行动内容。2024年
全市 1067 名牵手人共牵手儿童
1403 名，牵手对象覆盖农村留守
儿童、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对低收入家庭农村留守儿
童，牵手人帮助其申请社会救助、
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政策，链接
多方资源给予关心帮扶。对其他
农村留守儿童，牵手人围绕落实
家庭主体责任加强法治宣传，引

导父母每周不少于一次与被委托
人、留守未成年子女联系，定期开
展防溺水、防沉迷、防性侵等安全
教育，有针对性地帮助孩子们解
决生活、心理等问题。

建立长效帮扶机制。推进
牵手行动常态化、制度化，打造

“皖美护童——情满相城 共护未
来”品牌项目。强化牵手人及儿
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强制报告意
识。定期为牵手人开展政策辅
导、法规宣贯，多渠道筹措资金
支持牵手人开展关爱帮扶活动
暖童心。

本报讯 近年来，相山区
坚持以产业振兴助力乡村振
兴，依托城市近郊优势，以渠
沟镇为试点，大力发展蔬菜产
业。目前，全区蔬菜种植面积
近1万亩，约占全市的60%，年
产芹菜、茼蒿等蔬菜12万吨，
产值超2亿元，累计带动村集
体增收 526 万元、群众增收
368万元。

强化政策扶持。出台推
进农业高质高效发展扶持政
策、特色产业（庭院经济）奖补
项目实施方案，对种植露地蔬
菜2亩及以上、新建蔬菜大棚
1 亩及以上的，分别按照 800
元/亩、3000元/亩的标准进行
奖补。今年以来，累计发放蔬
菜类奖补资金14740元，成立
蔬菜专业合作社 77 家、蔬菜
种植家庭农场227家，其中国
家级示范合作社2家、省级示
范合作社5家，省级示范家庭

农场 7 家，吸纳 480 余户农民
入社，平均每户增收1.5万元。

强化技术支撑。全域推
广膜下滴灌、水肥应用一体
化等现代栽培技术，大力发
展以日光温室为主的现代设
施农业，建成数字农业工厂1
个，数字农业应用场景 2 个。
先后引进起垄铺设滴灌带覆
膜一体机、植保无人机等先
进农机设备6类，特别是瓦房
村至诚蔬菜合作社，通过引
入德国播种机，机械化播种
上海青、芹菜等绿叶菜，实现

“一播全苗”；钟楼村杨海珍
家庭农场引入水肥一体化自
动系统，借助手机即可实现
远程施肥、灌溉。

强化品牌建设。线下积
极参与中国安徽名优农产品
暨农业产业化交易会、合肥农
交会等展会，连续4年举办渠
沟镇张楼葵花节，线上与淮北
优匠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合同，在电商平台推销蔬菜等

农特产品，大幅提升“渠沟蔬
菜”品牌知名度。渠沟镇获评
2023 年首批国家级农业产业
强镇，“艳菲”快菜、“柔研”上
海青、“张巧”西葫芦、“绿幼青
青”番茄等入选“淮优”区域公
共品牌农产品，四季蔬菜种植
有限公司“隋堤果蔬”“柔研”
牌绿叶蔬菜分别入选2024年

“皖美农品”企业品牌、产品品
牌。

强化资金保障。针对“融
资难、担保难”问题，积极对接
省农担集团、市农发行，累计
争取融资担保支持 4.2 亿元。
探索推行“党建+金融+信用”
模式，17个行政村（社区）与市
农商行、市工行、市农行等开
展结对共建，预计可授信8500
万元用于产业发展。围绕资
金碎片化等问题，统筹整合乡
村振兴衔接资金、现代农业奖
补资金等涉农资金 400 余万
元，完成 12 个仓储冷库中心
的建设配套。

本报讯 为高质量完成第
五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开发
工作，强化资料开发应用的实
效性和针对性，日前，我市举
办五经普资料开发应用培训
会议。

目前全市五经普工作已
顺利完成前期准备、单位清
查、入户登记、数据审核评估
等工作，进入数据处理与发布
阶段。作为经济普查工作的

重要一环，经济普查资料开发
应用是充分展示普查成果、发
挥普查资料应用价值的主要
途径。培训传达了全省第五
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开发培
训会议精神，全面部署了全市
五经普资料开发应用计划安
排，并就五经普数据资料汇总
处理方法作了演示说明和实
操培训，进一步提高了普查资
料开发应用队伍的能力和水
平。

下一步，市经普办各业

务组，各县（区）、市高新区经
济普查业务骨干将求实求
效、统筹谋划、上下协调，按
照时间节点，做好五经普公
报发布、解读说明以及五经
普年鉴编印工作。同时加强
数据管理，有序开展分析研
究，加强普查资料使用管理，
严格落实保密规章制度，结
合我市实际，聚焦重点领域
和热点问题，深入开展专题
分析、课题研究，最大限度地
挖掘普查数据价值。

本报讯 近年来，濉溪县
妇联将临涣镇“茶馆说理”的
文化习俗与婚姻家庭矛盾纠
纷排查化解工作相结合，成
立“街嫂茶室”婚调室，形成
具有茶馆文化特色的人民调
解工作品牌，引导妇女群众
参与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排查
化解，打造了一支经验丰富、
特点突出的“街嫂”婚调队
伍，成为妇女群众积极参与
基层社会治理的“她力量”。

“街嫂茶室”婚调室自
2019 年成立以来，通过制订
调解工作制度、探索婚调新
方法，动员茶馆老板、商会代
表、村干部、村民代表、司法
干部等各界优秀妇女加入

“街嫂”队伍，充分发挥每个
人的性格特点，以面对面、背

靠背，单兵作战、联合作战等
灵活的方式，将婚姻矛盾化
解于无形。截至目前，婚调
室共吸纳了29名善调会调的
巾帼调解员，其中金牌调解
员 12 人；调解各类婚姻家庭
矛盾纠纷300余件，得到群众
的好评无数。

根据婚姻家庭矛盾纠纷
的特点，“街嫂茶室”婚调室
还总结出“一杯茶”五步婚调
法，通过倾诉、共情、回忆、调
解、释法的过程，让当事人能
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听进去、
笑起来、讲下去。同时，灵活
施策，打造“请进来”“走出
去”双轨调解模式。设置“街
嫂”公示栏，群众点单诉求、

“街嫂”上门调停。建立会审
研判机制、回访巩固机制，突
出“对准路、精准调、巩固好”
从前到后闭环运行，使婚调
更加规范化、流程化、高效

化。
平时，“街嫂”生活在群

众 中 间 ，在 茶 客 们 拉 家 常
时，也收集了婚姻家庭矛盾
纠纷信息和妇情民意。她
们经常走村入户，定期回访
老问题，监测新动态，一旦
有不和谐的苗头出现，及时
发现、及时化解，让婚姻家
庭矛盾纠纷小事不出门、大
事不出村。“街嫂”们还不定
期召开碰面会，总结调解经
验 ，分 析 研 判 重 大 纠 纷 案
件，交流学习调解方法，促
进调解能力提升。

目前，“街嫂茶室”婚调
室被选树为安徽省“皖家平
安”婚姻家庭纠纷调解示范
室，负责人杨延获全国维护
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婚
调室以实际工作成效，为家
庭和谐社会稳定贡献了巾帼
智慧和力量。

在淮北街头，市民出行乘坐
的公交车是纯电动公交车，乘坐
的出租车是纯电动出租车，就连
骑行的共享助力单车也是纯电单
车……绿色交通正融入城市脉
搏，悄然改变着人们的出行方式。

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了解
到，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我市积极
落实“双碳”行动，鼓励低碳出行，
目前全市“城市绿色出行比例”达
到78.8%，切实促进城市功能品质
活力提升。

鼓励“绿色替代”。深化交通
运输、公安、生态环境等部门联

动，明确老旧营运柴油货车淘汰
标准，开展全面摸底排查，综合考
虑车辆类型、使用年限等因素，建
立车辆信息台账，发挥财政奖补
资金撬动与激励作用，加快报废
更新进度。截至10月底，累计淘
汰国三营运柴油货车368台，拟发
放补贴资金901.2万元，年底前可
发放完毕。

水运交通物流是有效降低全
社会物流成本的关键领域。水运
运量大、耗能小、运价低，在降低
交通综合物流成本中的作用日趋
重要。市交通运输局持续推进

“公转水”，统筹发展水水中转、江
海直达、江海联运等运输新模式，

提升水运在综合交通运输中的占
比。以“小切口”成就“新发展”。
建成投用省级多式联运示范工程
南坪码头、孙疃码头，提升“铁转
水”“公转水”占比，推动港口低
碳、一体化融合发展。1至10月，
码头港口吞吐量 273.47 万吨、同
比增长 24.89%，其中煤炭出港量
215.39万吨、同比增长35.84%；孙
疃码头应用分布式光伏发电系
统，成为全省首个“低碳示范码
头”“环保示范港”。

推动交通运输领域做好节能
降碳相关工作，是加速行业绿色
低碳转型、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加快建设

交通强国的重要内容。市交通运
输局推广低碳运输工具，开辟可
持续发展之路。增强市民群众

“绿色意识”，坚持公交优先发展，
满足“绿色需求”。目前，我市公
交 站 点 500 米 半 径 覆 盖 率 由
73.2%提升至90.81%，城市公交出
行分担率由 31.6%提升至 38.6%，
机动化出行分担率由53.81%提升
至 58.4% ，乘 客 出 行 满 意 度 由
72.6%提升至 84.9%；扩大绿色运
输装备覆盖面，今年新购置50台
新能源公交车，全市806辆公交车
全部新能源化，新能源网约车586
台、占比70.8%，新能源出租车748
台、占比45.6%。

相山区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蔬”写乡村振兴

濉溪县“街嫂茶室”
化解家庭矛盾细无声

市市政工程处
积极做好除雪保畅准备工作

我市谋划部署五经普资料开发工作

向“绿”而行
——我市优化交通结构打造绿色交通

市民政局全面推进“牵手行动”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 真心呵护美好童心

烈山区聚力招商引资厚培兴业沃土

唤醒“沉睡”资产 激活发展动能

连日来，杜集区石台镇梧桐村的山地红薯迎来丰收，薯农们忙着抢收红薯，供应市场。

近年来，石台镇积极盘活“山地经济”，成立淮北市梧桐谷旅游开发专业合作社，依托梧桐山谷资源，整合山地300

余亩，集中种植榛子、山楂，套种红薯、花生、菊花等，为农业产业发展注入活力。

■ 摄影 记者 梅月 通讯员 刘棋 王倩雯

山地红薯
喜丰收

■ 记者 邹晨光

■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许娜

■ 记者 闫肃 通讯员 胡承斌

■ 记者 詹岩

通讯员 陈洪

■ 记者 刘星 通讯员 王晨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宋梦飞

■ 记者 王守明 通讯员 赵梦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