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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新时代
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

◆我国2019年申请脱贫摘帽的344个贫困
县全部脱贫摘帽。

◆我国开通5G基站超20万个。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出台出口管制新规

应询发表谈话。
（据新华社5月17日电)

“当天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缓缓走进会场，现场顿

时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已经四年了，那时的场景

还历历在目，整个讲话的过程中总书记面带微笑，目光

坚定有力，向我们传递出了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信心，让我觉得倍感自豪。”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装备事业部职工李杨回忆四年前参加习近平总书记在

安徽合肥主持召开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

谈会时，语气仍难掩激动，形容总书记的话“平实又有

力量”。

2002年，李杨作为一名实习生进入公司后，在不到

两年的时间里，他就从只能维修普通机床和简单电气故

障的“小白”成长为一名“多面手”：全面掌握数控机床基

本知识、自动控制原理和数控编程，能独立从事数控车

床、加工中心及焊接机器人工作站等复杂故障的维修。

正常情况下，在合力车间里，一个没有什么基础的普通

员工一般需要 3至 5年的学习和实践才能独当一面，成

为一名合格的设备维修工。说起这段经历，李杨最大的

感触是“勤能补拙”，“我那时候还是个单身小伙子，下了

班也没什么事，就自己看书查资料，公司组织的业务培

训也都会去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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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谈会上听到总书记提

起工匠精神，李杨认为这正是数控维修人员最需要学习

的精神。在日常的数控维修工作中，时常会出现机床的

精度不太稳定，故障不太明显的情况，有时候甚至要花费

几天时间把几千条参数一条一条核对，所以必须要关注

细节，沉下心来，精雕细琢，践行工匠精神。

2016年，李杨从原来的设备维修工转去做相关管理

工作。为了更好地胜任这份工作，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学

管理理论，参加公司关于工商管理的培训，再把这些理论

用到日常工作的实践中去。虽然处在管理岗，但李杨始

终记得习总书记在座谈会中关于发挥职工积极性与主动

性的表述，坚信自身技术过硬才能带领团队把工作做到

更好。“公司的数控机床都是从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引进

的，这就要求维修人员需要掌握不同数控机床的功能参

数以及调整的方式。数控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这几年发展

迅猛，对我们的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如果要在行业里

始终保持比较高的水平，就需要不断的学习。这几年我

一直牢记习总书记说的‘人生在勤，勤则不匮’，我们这个

行业就是这样，不进则退。”

四年来，李杨把总书记的教诲当做鞭策自己终身学

习的动力，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最新的技术，学习外语，他

把自己的职业形容成一个爬坡的过程，“每当熟悉了一种

机床的维修后，又会有新的机床进来，对我们来说，工作

就是一个不断爬坡的过程，爬上一个再去攀登另一个新

的山坡。”

李杨带领的数控维修班的主要工作就是保障前方生

产运行的稳定。当设备出现故障时，一般在正常生产时

间里他们只能进行应急抢修，尽量不耽误生产运营。而

计划性维修都是安排在周末和各个节假日。说起自己的

工作，李杨的笑声很爽朗，“我们就是‘救火队员’，哪里有

‘火’扑哪里。”

“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通过不断的努

力，由李杨团队负责的重点设备的故障率由原先的 2.5%
降到了1.8%，为一线生产节约了时间，为公司运营节约了

成本。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这几年来我

又听了很多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的讲话，让我更加深刻地

意识到奋斗是永恒的主题，我们必须要立足在自己的岗

位上，兢兢业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砖加瓦。”

李扬说，他将继续学习先进技术，发挥自己的特长做好设

备管理工作，为公司的生产经营做好保障，为公司的瓶颈

技术研发贡献力量。 （本报见习记者 何昊）

本报讯 日前，省推进“三重一创”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公布了新增和调整重大新兴产业基地名单，淮北

市依托新型煤化工合成材料基地创建的淮北市先进

高分子结构材料基地成功获批为省重大新兴产业基

地，淮北市濉溪经济开发区铝基高端金属材料产业集

聚发展基地调整为淮北市陶铝新材料和铝基高端金

属材料重大新兴产业基地。

淮北市先进高分子结构材料基地是淮北市“四基

一高一大”战新产业中碳基产业发展的主要载体。

截至目前，全省共 26个省级重大新兴产业基地，仅有

4个城市(合肥、芜湖、马鞍山、淮北）拥有 2个以上省

级重大新兴产业基地。下一步，淮北市将从聚焦顶

层设计、聚力重大项目、聚心发展合力和聚智优化环

境四个方面加快先进高分子结构材料重大新兴产业

基地建设。

淮北市陶铝新材料和铝基高端金属材料基地是

淮北市“四基一高一大”战新产业中铝基产业发展

的主力军，此次入选省重大新兴产业基地将进一步

加快陶铝新材料的产业化推广应用，提升淮北市铝

基产业规模和产业层次。目前淮北市铝基产业链条

已从铝板带箔、铝型材等中端产品，向航空航天、军

工兵器、轨道交通等高端领域拓展，呈现出规模扩

大、产业集聚、创新突破、转型升级、质效提升的良

好态势。 （王守明 吴程程）

5月17日，游客在含山县褒禅山景区游玩。当日，含山县2020年“5·19中国旅游日”文化旅游惠民周暨
“褒禅山露营大会”精彩亮相。据介绍，含山县本次文化旅游惠民周将向游客发放四万张含山文旅消费券，参
与的景区、农家乐、民宿、酒店、采摘园达30多家，目的是为了积极应对疫情影响，提振文旅消费信心，预计可
拉动文旅消费2000余万元。 苏自山/摄

旅游消费“热浪”来

他被同事亲切地称为“馒头哥”，他擅长各类中式面

点制作，精通面团的调制原理，他掌握丰富的中式面点制

作理论知识及基本技能……他就是安徽青松食品有限公

司中式面点高级技师王建中。

“王大厨”圆脸，头发很短，身材壮实，一双手看起来

圆润有力，说起话来语速很慢，整个人的感觉就很有“大

厨风范”。同事们说他平时就是个寡言少语的人，最喜

欢的事就是对着面团研究。和面点结下不解之缘，还要

从 2005年春节说起，当时公司推出节令食品“八宝饭”，

因为人手不够，刚来公司不久的仓库管理员王建中也跟

在老员工后面边学边做。每天工作 10多个小时，王建

中也从不叫苦喊累。

“刚开始进入米

面车间时，自己什

么都不懂，但好在

嘴勤，不懂就问，又

善于动手，没过多

久，车间所有的设

备，从运作到维修，

我都能一手包了。”

熟悉了米面车间的操作，王建中又开始琢磨主食工业

化生产。

2015年，王建中外出考察学习，带领团队花费近四

个月的时间，为公司引入适合自身所需的全国单体最

长、体量最高的自动化馒头生产线，每小时能生产 3.8万
只馒头，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当年

即为公司增加了近 200万的利润。今年疫情期间，车间

人员到岗只有平时的三分之一，而这条馒头生产线只需

要普通生产线五分之一的人手，发挥了突出优势，保障

了市场主食产品的稳定供应，满足了广大市民的购买需

求。

除了在生产方式上提出“金点子”，在新产品的开

发上，王建中也下足了功夫。“食物的背后不仅仅只是

味道，在它的背后往往有着文化和历史的交融。”王建

中是萧县人，从小就喜欢吃家里自己蒸的馒头和包

子。在他小的时候，家里都是用的自制的酵头做馒头，

而现在工业化生产的馒头都是用酵母粉、白砂糖、苏打

粉、泡打粉等，使用快速发酵法做成的。“现在的馒头吃

不出小时候那种用酵头发酵的碱中和酸后的香味了，

我就想着既然我就是做面点的，那我能不能把这种传

统的老味道找回来呢？”

2017年，王建中开始研发老面馒头。在研发的过程

中，王建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最让他印象深刻的就是寻

找合适的菌种。他带领团队到北方的农村寻找当地人

家里用的酵头，还发动他的家人在家乡萧县寻找酵头，

一共找出了 100余种菌种，经过实验，最终选出了一种

活性最好风味最佳的菌种，真正是“百里挑一”。经过他

不断地创新传统老面发酵法，终于打造出了层次分明、

口感筋道的老面馒头与肉鲜汤浓、面皮筋实的老面包

子，投入市场后，深受广大消费者的认可，新增销售近千

万元。

2019年，王建中与国内知名食品院校联合推出的“博

士馒头”，在 2019年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受到广大顾客的

青睐，获得“2019年农交会”与“2019年粮交会”金奖产品

称号，年销量达350万只。

问起王建中从技术“小白”成长为行业“大拿”的秘

诀，他有点腼腆，“我不是什么‘大拿’，我就是比较能坚

持。跟航空、航天这些国防工程比，我们做的就是很小

的东西，但是我想我做的毕竟是老百姓吃的东西，我要

把这些东西做得再健康一点、再营养一点、再美味一点，

真正做到让千家万户，安心消费。”

匠心行“食”事，铸精品，这正是王建中职业生涯的真

实写照。与面点打交道的十五年里，他始终坚持传统与

现代融合，创新与坚守共存，用匠心还原“一米一粟”的本

真味道，为老百姓打造“舌尖上的美味”。

（本报见习记者 何昊）

王建中：创新发酵法 做出“老”味道

本报讯 省司法厅日前印发《安徽省仲裁行业发展提升工作方

案（2020-2024年）》，就充分发挥仲裁职能作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作出部署。

《工作方案》明确，将从六大方面提升仲裁整体工作，确保进入全

国一流的先进行列：机构建设提升，打造1家内部管理机制改革示范

仲裁机构，健全仲裁机构秘书处各项内控制度，建成3家以上具有区

域影响力的仲裁机构；业务发展提升，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等重

大发展战略，融入前沿科技领域，建成1~2家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互联

网仲裁平台，推动仲裁服务延伸到基层；服务方式提升，打造成具有

高度公信力、竞争力的仲裁品牌，提高快速结案率、自愿和解率和自

动履行率，推动仲裁机构进驻安徽法律服务网、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

台；案件质量提升，建立规范透明的仲裁员指定工作规则，完善仲裁

行政指导与行业自律相结合机制，统一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法律适用

标准；队伍素质提升，逐步建立分类别、适应多层次需求的仲裁员队

伍，建立操守规范、业务精湛的仲裁秘书队伍，创建1~2个具有一定

知名度、影响力的仲裁交流研讨品牌；执业环境提升，不断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仲裁制度，建立仲裁机构与人民法院、行政调解组织、人民

调解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之间工作衔接机制，推进与主流媒体

建立协作。 （本报记者 魏如冰）

本报讯 5月 15日，笔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在安徽省实施

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建设“158”行动计划中，安

徽农垦被列入全省长三角绿色农产品加工重点企业。这是自去

年底加入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联盟之后安徽农垦承

担的另一项战略任务。

安徽省实施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建设“158”
行动计划是指到 2025年，按“一县一业”建设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建立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类、加工类和供应类示范基地 500
个，面向沪苏浙地区的农副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品年销售额达到

8000亿元。安徽农垦作为全省唯一的省属大型农业企业，一直承

担着粮食生产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国家队”的使命，其现代农

业产业优势和示范效应日益凸显，目前拥有3个全国农垦现代农业

示范区、4个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全国标准茶园和全国标准蔬菜

园各1个，在服务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方面有着得天独

厚的优势。

安徽农垦每年都有皖垦农产品销往长三角地区，以绿色有机

的特色赢得消费者青睐。农垦集团负责人表示，安徽农垦将以长

三角绿色农产品加工供应联盟为平台，充分发挥长三角绿色农产

品加工重点企业的作用，进一步做强做大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努力

打造长三角地区“大粮仓”“大厨房”“大菜园”。 （王洪）

5月17日，在亳州市谯城区双沟镇周大村，亳州市拥军协会的
志愿者为78岁的残疾老人李绍成送来轮椅、鸡蛋、牛奶以及米面油
等慰问品。当日是第30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为

“助残脱贫，决胜小康”。 刘勤利/摄

李杨：在总书记嘱托中不断攀高

淮北两基地跻身
省重大新兴产业基地

本报讯 “很棒！喜欢工会组织的

PK网上活动！”、“PK答题学知识，惊喜

满满！”日前，合肥市总工会通过“合肥工

会”微信服务平台，开展普惠公交网上大

PK 活动，得到了全市广大职工积极响

应，吸引近7万人参与。

记者从市总工会网络工作部了解

到，该项活动是市总工会开展“学知识

提素质 赛本领”工会知识网上大 PK系

列活动的一个缩影，搭建职工学知识、提

素质、练技能、赛本领“微平台”，通过网

上PK答题积分排行榜形式，鼓励职工以

赛促练，以赛代培，让职工学有所乐、学

有所获、学以致用。

接下来，市总工会将围绕职工需求，

深入挖掘活动亮点，制造网民“燃点”，创

新开展网上活动，做到“年年有主题，季

季有精彩，月月有活动”，全面提高广大

职工群众的参与度和知晓度，让广大职

工体验到“指尖”上的工会活动，零距离

感受到“娘家人”的温暖。

（汪海玲 本报记者 何雪菲）

合肥近7万职工网上大PK
PK答题学知识“指尖”工会零距离

省司法厅推进仲裁行业发展提升

参与实施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158”计划

安徽农垦担纲重任

助残日 志愿者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