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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5月7日电)

◆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总结推广有效做
法精准做好常态化防控，有序推动学校复学
复课，加快提升快速检测能力。王沪宁出
席。

◆第四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
影（微视频）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动。

◆文化和旅游部启动新一批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认定工作。

◆商务部：我国防疫物资出口规模持续
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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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渐暖，疫情渐散，群众的生活早

已步入正轨。“您要先把厨房装修好，然后

我们再安排人上门帮您安装燃气。”“您什

么时候有空，我们就什么时候上门。”……

在合肥燃气集团管线运行公司蜀山区服

务所，记者见到全国劳模吴雄飞时，他办

公室的电话正响个不停。他认真记录每

一通来电的用户需求，统一调度维修人员

上门服务，忙碌却有序地工作着。

当提到 2016年 4月 26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合肥主持召开的知识分子、劳动模

范、青年代表座谈会时，吴雄飞依然很激

动，四年前的参会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在工厂车间，就要弘扬工匠精神，精心打

磨每一个零部件，生产优质的产品；在田

间地头，就要精心耕作，努力赢得丰收；在

商场店铺，就要笑迎天下客，童叟无欺，提

供优质的服务。”习总书记一番亲切接地

气的话语，帮助吴雄飞找准人生定位，他

时刻以此为信念鞭策自己，立足岗位、兢

兢业业。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这

是吴雄飞在每日晨会上对年轻同事的寄

语，也是他始终初心不改、扎根一线的自

我追求。身为维修二班的班长，吴雄飞会

抽空学习相关专业技术知识、练习拆卸和

维修灶具，不断提升自己的维修技能，他

还于 3年前报考了中国石油大学的油气储

运工程专业课程，现已顺利毕业。“只有不

断学习，掌握更多新本领，才能以身作则

带好年轻同事，才能为用户带去更好的服

务。”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劳模，防疫一线

我先上。”在今年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吴雄飞挺身而出，在“疫”线出力，主动作

为，尽显模范本色。

大年初四，吴雄飞便来到单位值班。

“正常情况下，燃气维修服务在春节期间是

‘不休息’的，今年情况特殊，我们先尽量通

过电话、微信视频指导用户自己解决问题，

实在不行，再上门维修。”吴雄飞说，“上门

之前先做好个人防护，到用户家里保持一

定距离，回来后消毒洗手。”

在单位坚守了几天后，领导考虑到吴

雄飞有几年没请过年假，正好让他趁此机

会，在家多休息。吴雄飞接受了，但第二天

他就主动联系三里庵街道竹荫里社区，申

请成为志愿者。他每天和社区工作者一起

做好居民进出登记、体温测量、科学防疫宣

传等工作，守好防控第一线。

随后单位统一安排党员参与社区疫情

防控工作，吴雄飞被调到三孝口街道杏花

社区，开始了四十多天的每日两班倒、每班

6小时的社区值班。每天回到家里，妻子温

柔地帮吴雄飞消毒，女儿在一旁叽叽喳喳

地说话，让他卸下了一天的疲惫。他从未

提过辛苦，也未说过风险，他说自己只是做

了一名党员该做的。

为传承他师傅全国劳模徐辉“假日

服务小分队”的服务精神——“把小事做

到底，把服务做到家”，吴雄飞成立爱心

班，带领成员们定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走进居民小区、学校、敬老院等，为数千

名用户送上安全检查、灶具维修等服

务。同时，他和爱心班成员与 30 多位孤

寡老人用户结对帮扶，为他们打扫卫生、

维修家电等。

“吴雄飞爱心班”至今已走过 7个春夏

秋冬，先后走进数百个居民小区，累计开展

近百次燃气志愿服务。“今年虽受疫情影

响，爱心班的活动暂时停止，但不会终止。”

吴雄飞表示，“我一直谨记习总书记关于

‘劳动模范要珍惜荣誉、谦虚谨慎、再接再

厉’的教诲，只要在岗一天，我就会用心服

务每一位用户。”

（本报见习记者 胡佳佳）

吴雄飞：牢记嘱托践于行 真情服务暖万家

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

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

“回头看”和国家脱贫攻坚

成效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工

作，连日来，宣城市人社局

通过“望闻问切”四步法，

为人社扶贫领域“问诊号

脉”，做好问题整改。

望，实地查看，全面

走访。宣城市人社局成

立人社扶贫工作领域问

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制

定人社扶贫领域问题整

改工作方案，建立扶贫公

益性岗位人员上岗情况

信息、就业脱贫信息、未

脱贫贫困人口信息、技能

脱贫培训参训学员信息、

贫困人员社保基础信息、

“双包”信息等六个台账，

实行领导班子成员一人

一组联系一个扶贫县区

机制，已赴各县市区进行

3 轮次、不定时、“回头

看”督查，实地核查扶贫

对象是否精准、基础信息

是否真实、帮扶措施是否

到位等。

闻，仔细倾听，弄清

情况。“我们实地走访各

县市区就业扶贫车间，主

要是想了解车间运营情

况和实际存在的困难。

同时，核查车间吸纳贫困

劳动力、工人工资发放，

以及享受的人社部门就

业扶贫政策是否到位。”

宣城市人社局有关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在此基础

上，还深入有关乡镇人社

所，实地查看人社扶贫基

础资料，详细了解贫困户

的劳动力状况及发展意愿等，跟踪落实

人社领域各项帮扶措施。

问，走村入户，核实调查。市人社局工

作人员走村入户和贫困户聊家常，通过“面

对面”访谈及电话抽查的方式，重点核查就

业扶贫车间公益性岗位开发、人员上岗、参

加技能脱贫培训、补贴资金发放等内容。

加强对贫困户的政策宣传和思想引导，让

贫困劳动者了解设置公益性岗位的目的及

相关规定，进一步激发贫困劳动者实现脱

贫的内生动力。

切，问题反馈，精准施治。建立周调度

机制，形成人社部门“四不两直”暗访问题

清单及整改意见，已反馈各类问题 29个，

整改 29个，及时掌握整改进度，督促各地

狠抓问题整改落实，确保整改到位。

（本报记者 魏如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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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淮北矿业集团铁运处临涣分处办公楼通往食堂的道路被装扮成“劳模工匠路”，17块大型展板内31位近两年涌现出来的“淮北矿
业工匠”“劳动模范”“能工巧匠”的大幅照片及事迹介绍引人注目。图为部分职工正在驻足观看先进典型展板。 王翔/摄

装扮“劳模工匠路”

本报讯 为充分发挥中国声谷企业智

能语音及人工智能创新技术和产品优势，

省经信厅面向中国声谷企业公开征集、选

取了一批可有效提升智能制造、民生服务、

社会治理等领域智能化水平的新技术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项目共计88项，向各市人民

政府、省直有关单位推荐。

据省经信厅软件服务业处处长余要火

介绍，此次项目具有应用领域广、创新水平

高、示范带动强的特点，主要包括社会治理

新技术基础设施类、民生服务新技术基础

设施类、生产制造新技术基础设施类等三

个类别。

社会治理新技术基础设施类项目，面

向公安、交通、城管、司法、政务、消防等社

会治理领域，应用智能语音识别、智能语音

转写文字、智能写作、人脸识别、5G 等技

术，如讯飞交通超脑、智能办公平台、行业

系统公务电话自动记录及大数据分析平台

等项目，提高整个社会治理的能力、效率和

水平。

民生服务新技术基础设施类项目，主

要包括应用在教育、养老、社区、公共服务、

疫情防控、文化旅游等领域的智能软硬件

系统和平台。如科大讯飞智慧教育AI大
脑、养老智能监护及大数据分析平台、智慧

平安社区管理平台、发热检测及测温消毒

系统、公共文化旅游监测智慧监管大数据

平台等。

生产制造新技术基础设施类项目，应

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生产制造领域智能

化水平。主要包括工业智能设计仿真系

统、设备智能检测和管理平台、智慧农业

平台、电力设施巡检系统、智慧网联汽车

平台等。

据了解，中国声谷是全国唯一由部

省合作打造的人工智能产业基地。近年

来，瞄准智能语音、智能写作、类脑智能、

量子智能、国产计算机等主攻方向，围绕

核心技术、重点企业、创新产品和优势产

业，加快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取

得显著成效。2019年中国声谷实现产值

800 亿元，园区入驻企业 800 户，涌现出

一批人工智能创新技术、软硬件产品、新

兴平台等新技术基础设施项目，可以为

国内、省内各有关部门、单位建设新基建

项目提供较好的支撑服务。

（本报记者）

中国声谷推出88个人工智能新基建项目

本报讯 请律师、办公证、求法援、找调解、寻鉴定、要

仲裁，公共法律服务“网上办”“指尖办”“马上办”，有望更

便捷。5月 7日，记者了解到，近日，省司法厅印发《公共法

律服务网络平台实体平台热线平台融合发展工作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旨在不断提高全省公共法律服务供给

能力和水平。

《方案》对公共法律服务三大平台融合发展作出部署，

明确实施网络统领工程，以网络平台统领实体平台、热线

平台和其他服务终端，建立公共法律服务任务工单管理系

统，强化电子跟踪、预警管理。实施数据汇集工程，推进省

级公共法律服务数据中心建设，提升数据搜索能力，强化

大数据分析，建立当事人法律服务档案系统。实施均衡发

展工程，制定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实施标准、公共法律服务

发展指标，推进指挥中心和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窗口相互

整合、一体运行。实施能力提升工程，加强公共法律服务

中心（工作站）建设，优化 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平台，探

索推进“互联网+公共法律服务”“区块链+公共法律服

务”。 （本报记者 魏如冰 通讯员 彭继友）

今年2月份以来，安庆市
经开区在全市率先探索实行
“共享员工”模式，实现了一举
多得，截至目前该区共有21家
企业、399名员工实现了共享。

疫情之下，各行各业冷热
不均，有的生意红火，但“一工
难求”，导致“用工荒”；有的门
前冷落，员工“闲得慌”。“冷”与

“热”之间，日子都不好过，生意
好的，人手不够；生意差的，工
人工资照发，增加了成本，造成
了亏空。而实行“共享员工”模
式，就有效地解决了“用工荒”
和“闲得慌”问题，这是企业间
的“抱团取暖”，更是共度时艰
的积极自救。员工在企业间的
临时流动，拉近了人力过剩企
业和人力紧缺企业的距离，实
现了供需双方的快速、精准匹
配。这一举多得的“共享员工”
模式作为人力资源领域一次巨
大变革，理应转变为常态化的
用工模式。

令人欣喜的是，共享概念的
普及、疫情的倒逼、政府的引导，
已经促成了“共享员工”群体的
横空出世。但也必须看到，“共
享员工”体量还较小，覆盖的企
业还不多。推动“共享员工”模
式走向常态，一要建好平台。需
要调查摸底，建好企业用工需求
档案，及时牵线搭桥；二要出台
规范。包括约定企业输入输出“共享员工”权利、义
务规范，“共享员工”使用管理规范等；三要强化监
管。对于输入输出“共享员工”的企业所履行的责任
和义务纳入监督之下，既防止企业将“共享员工”一
输了之，不再聘用，也要防止“共享员工”的合法权利

得不到保障。唯有上下
努力，才能让“共享员
工”模式渐行渐远，变为
常态，成为共享经济和
平台经济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做贡献的又一
生动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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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 5月 6日下午召开

的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2019年安徽民营企业户数突破 130
万。全年，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22421.3
亿元，增速快于全省GDP增速，占GDP
比重达60.4%。

据悉，2019年安徽民营经济实现质

效双提升。一方面，民企实现税收

2987.9亿元，占全省税收比重为 68.8%；

另一方面，民企进出口额达 336.9亿美

元、增长 25.6%，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16.2

个百分点，占全省比重达49%、较上年提

高6.3个百分点。

同时，民企创新能力增强。截至

2019年底，民营高新技术企业 6216家，

占全省的 93.7%；民营企业发明专利授

权量9047个，占全省的60.5%。2019年，

民营企业主导或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96
项、行业标准 20项、地方标准 192项、团

体标准194项，分别占全省的54%、53%、

54%、68%。民营企业拥有驰名商标 301
个，占全省的95%。 （陈浩）

安徽民企户数突破130万

我省加快公共法律服务
三大平台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