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百年党史，壮丽华章。中国共产党
成立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伟大

历史，铸就了伟大精神，形成了宝贵经验，使中华民族
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
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的伟大奇迹。
红色资源是辉煌党史的直观体现，是学习党史的优秀
教材。本报即日起开辟《忆百年党史 寻红色足迹》
栏目，推出系列报道，讲述江淮大地的红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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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
企业家座谈会强调：扎实推动经济稳中加
固向好，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
续性。韩正出席。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组织开展“永远
跟党走”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通
知》。

◆民政部确认河北省河间市等单位
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

（据新华社4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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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 9日上午，我省居民服务“一卡通”暨池州

市第三代社会保障卡首发仪式在池州市举行,标志着我省居

民服务“一卡通”工作正式启动，也标志着池州市社保卡建设

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此次仪式由省人社厅、池州市人民政府主办。人社部信

息中心党委书记董英申，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省人社厅

党组书记、厅长徐建,徽商银行行长张仁付，省人社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季星等出席首发仪式。

社保卡，既是政务服务的“连心卡”，也是民生服务的“贴

心卡”，社会生活的“便捷卡”。据了解，第三代社保卡不仅承

接了第二代社保卡原有的社保、就医结算、金融支付等功能

外，增加“非接触”读卡用卡功能、升级加密算法，提高安全水

平，拓展应用场景，提供交通出行、文化旅游、惠民惠农补贴

发放、智能求职招聘等扩展功能，支持“多卡融合、一卡通

用”，有效解决群众“一人多卡”等使用不便问题。同时，印有

“居民服务一卡通”字样的第三代社会保障卡面样式全省统

一，卡结构规范全国统一，可实现“一卡多用、全国通用”。自

2013年以来，池州市陆续发放社会保障卡130.5万张，基本覆

盖全市常住人口，实现“人手一卡”。累计签发电子社保卡

35.9万张。

人社部信息中心党委书记董英申在致辞中指出，自1999
年12月全国首张社保卡发行以来，历经一代社保卡、二代社

保卡，并在今天迎来了第三代社保卡。如今全国社保卡发行

工作取得长足进展，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已超过 13.4亿人，

覆盖95%以上人口，签发电子社保卡超过3.6亿张，全年累计

服务超80亿人次。安徽也伴随着时代发展，在社保卡工作中

积极作为，紧扣长三角区域发展“高质量”与“一体化”要求，

在各项人社业务中大力推进凭证用卡、结算持卡、待遇进卡，

并积极推进部门间、地域间“一卡通”应用，取得了良好成

效。不仅实现了持社保卡办理人社各项业务，还作为全省惠

农惠民补贴“一卡通”载体，实现21类101项惠农惠民补贴发

放，为全国提供了宝贵经验。实体社保卡持卡人数近6000万
张，电子社保卡签发超过2000万张。

徽商银行党委委员张居中在致辞中表示，社会保障卡是

国家创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管理和金融服务模式的重要举

措，有利于持卡客户便捷享受社会保障和金融等服务，第三

代社保卡实现“多卡融合、一卡通用”，既是一张全功能的银

行卡，可以享受各项基本金融服务，同时新增了政务服务、公

共交通等多项便民惠民场景应用，功能更加强大，应用更加

广泛，使用更加便捷，性能也更加安全。徽商银行是省属金

融企业，自 2012年起就与省人社厅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承

办发卡业务，是省内首批社保卡合作银行之一。一直以来，

高度重视社保卡发卡和服务工作，在资源投入、应用创新、服

务提升和业务宣传等方面多点发力，凭借全面、优质、高效的

服务，在全省社保卡客户中赢得了良好口碑。下一步，徽商

银行将以第三代社保卡发行为契机，持续加强与省人社厅和

各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推进信息资源共享和多场景建设，

创新拓展服务应用，提升服务水平，让第三代社保卡成为老

百姓手中最重要的“民生卡”和“幸福卡”。

据了解，作为全国社保卡“一卡通”创新试点城市，池州

市迅速成立专班，争分夺秒升级系统平台，率先落地应用场

景，前后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已实现公交出行、文化旅游、

智能招聘、惠民惠农补贴等方面场景应用，正逐步实现“同城

待遇”，跑出了名副其实的“池州速度”。（本报记者 魏如冰）

我省居民服务“一卡通”工作正式启动

4月 2日上午，沿着群翠掩映的

高速公路，记者来到大别山革命老

区六安市霍山县，寻访皖西革命根

据地主要创建人舒传贤的故里。

霍山县烈士陵园依山而建，顺

着台阶拾级而上，在陵园的“红源广

场”上首先进入眼帘的是 4米高的

舒传贤烈士雕塑，雕塑底座上刻有

舒传贤烈士生平介绍。舒传贤曾任

霍山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六安中心

县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

组织部长，安徽省学生运动、工人运

动、农民运动、青年团组织、安徽红

军的创始人，皖西革命根据地、鄂豫

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

清明时节雨纷纷，虽然当天一

直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还是有一

拨拨来烈士陵园祭拜的人。烈士墓

集中安葬区的第一个墓碑就是舒传

贤墓，青色的墓碑上放着的几朵菊

花在雨中依旧开得灿烂。不远处的

革命烈士群雕前正有单位的职工们

一起来缅怀先烈，重温入党誓言。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

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

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

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

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

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舒传贤烈士牺牲的时候只有

32岁，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很有意

义。我们能远离战火纷飞，生活在

和平年代，更要牢记英雄们的事迹，

学习英雄们的精神，为祖国的繁荣

富强奉献自己的力量。”一名前来祭扫的党员同志说。一寸

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正是有了一代代革命先烈们

抛头颅、洒热血，有了一辈辈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才

成就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

离开烈士陵园，记者来到“大别山安徽红色区域中心纪念

馆”。“站在革命最前线，不怕牺牲冲呀冲向前，为的是政权啊，

为的是政权啊，工农专政如今要实现。亲爱的工友们啊，亲爱

的农友们啊，今天是我们解放的第一天。跟着共产党打出新

世界。”一边听着馆里播放这首《八月桂花遍地开》，一边听着

讲解员介绍舒传贤的生平。这首歌描绘的场景正是舒传贤为

之奋斗终生的目标，为工友农友谋权益，为人民谋解放。

1925年底，舒传贤在他撰写的《革命理论大纲》里指出，

“打倒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被压迫民族，建立独立自由的中

华民国；打倒军阀与

他的走狗官僚政客，

建设人民的政府；打

倒买办阶级与土豪

劣绅，拥护农民工人

利益……”

1926 年 3 月，舒

传贤在北京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7年 3
月，舒传贤回到安

庆，领导工人运动，任安庆总工会委员长兼安徽省总工会筹

备委员会委员长。他深入工厂，了解情况，发动群众，与各行

各业工会联系。在极短的时间内，他就使安庆的工运出现新

局面，领导安庆市110余个行业成立了工会组织，发展会员达

15000多人。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舒传贤以总工会的名义组

织了工人纠察队，计1个大队，下辖3个区队，起初参加的有50
余人。同时，也指导了芜湖、大通及全省各县的工运工作，推

动了全省工运的发展。同年6月，舒传贤在汉口召开的全国第

四次劳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在工会工作

期间，舒传贤还以省工会的名义创办了《安徽工人导报》，旨在

指导安徽工人运动，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罪行。

岁月长河，历史足迹不容磨灭；时代变迁，英雄精神熠熠

发光。走进位于霍山县但家庙镇舒家庙村的“舒传贤烈士革

命活动旧址”，讲解员正指着一台古老的留声机跟大家讲解它

背后的历史故事。“舒传贤曾在这里创办了‘农民义务学校’，

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斗争经验为当地的百姓们讲课，刚开

始的时候来的人比较少，舒传贤拿出了当时在日本购买的留

声机吸引百姓们来听课。有了学生，舒传贤和研究会的成员

们就开始轮流教授老百姓们识字，宣传革命思想。”

不计生死，只为家国。1927年秋，舒传贤受党的委托回

皖西开展农民运动，他回到家乡舒家庙后，以“结盟”的方式，

联络戴克杰、广燕申等十多个进步知识青年在舒家庙成立了

以“交换知识，联络感情，砥砺学术，主张公道”为公开宗旨的

“学术研究会”，表面上是为失学、失业青年补习文化，实际上

是向他们讲解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舒传贤

的影响下，很多学员都表示希望能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筛

选，舒传贤在这里吸收了 12人入党，成立了舒家庙党支部。

1929年1月，中共霍山县委成立，舒传贤任书记。同年11月，

舒传贤领导了六霍起义，取得胜利。1930年秋，舒传贤与立

三“左”倾路线展开了坚决斗争。次年冬天，他在“肃反”中被

错杀，为捍卫党的正确路线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舒传贤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坚定信

念、勇于奉献、严守纪律、求实创新的崇高风范，在大别山上

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事业做

出了不朽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霍山

县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汤祖祥说，“从学生时代

舒传贤最赞赏的话就是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

用他的一生践行了初心。”

硝烟散尽，精神永存。4米高的舒传贤雕像静静地伫

立于“红源广场”，神态安详、目光沉静，仿佛还在守护着这

一片他为之战斗终生的土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我们一定要铭记烈士们

的遗愿，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沿着革

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不忘初心，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把英雄精神传承下去，让革命的热血如燎原星火，生生不

“熄”。 （本报见习记者 何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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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传贤烈士肖像（资料图片） 霍山县第一次党代会旧址（资料图片）

舒传贤传播马克思主义场景塑像 本报记者 余珊珊/摄

本报讯 花艺匠心，品质生活。4月 9日上午，省

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在安徽劳动关系学院举办女职工

插花技艺培训及展示活动，助力女职工生活品质和素

质提升，营造关心关爱女职工的良好社会氛围。省总

工会二级巡视员夏建华出席活动。

活动现场鲜花拥簇，芳香四溢，来自全省 16个地

市和省直工会的 70余名一线女职工代表、基层工会

女职工工作者组成 17支队伍，经专业老师现场培训

后，正式开始花艺作品的创作。挑选花材、串连花

束、搭配层次、构建造型……女职工们充分运用手中

的花材加上巧妙构思，围绕建党百年这一主题向祖

国献礼。经评委现场打分，评出团体一、二、三等奖

若干。

长期以来，全省广大女职工奋力投身经济建设

主战场，为推动安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了“主力

军”和“半边天”作用。举办本次活动目的是希望

女职工从培训中增长知识，从互动中寻求乐趣，从

作品中获得提升，以更饱满的热情、更自信的态度

投入到今后的工作生活中去，在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中绽放“铿锵玫瑰”的绚丽风采。

（本报记者 何雪菲）

本报讯 4 月 8 日，2021 第十七届中国华药会

暨华源医药采购促销节在位于太和的安徽华源医

药集团有限公司拉开帷幕，本次盛会以线上采购为

主。三天的时间里，4000 多个厂家 3 万多个品规药

品、中药材、中药饮片参与让利促销，最高让利达

20%以上。

安徽华源在全国各地拥有近百家子公司、上万

名职工，建有现代化仓库 40 余万平方米，药品日常

库存量价值 30亿元，4000多医药厂家的 6万多个品

规的药品在公司集散，形成了“买全国、卖全国”的

经营格局。去年起，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安徽华源

将华药会搬到线上，开启华源药品采购促销节，重

点打造了物流、会展、电子商务、保健品、医疗器械

等多个平台。

目前，华源医药网和华源商城拥有上万名会员，

已经成为国内较大的医药门户网站和交易平台。公

司网络营销中心推出“创业者模式”，已经覆盖全国

1800多个县区。公司电商年销售额超过 25亿元，被

商务部评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同时，着力发

展医疗健康产业，投资 11亿元建设了医养一体化的

华源临泉医院。 （梅飞 本报记者 李群）

问：禁捕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政策对象包括哪些？
答：全省1条长江干流、8条重要支流、44个水生生

物保护区（简称“1、8、44”），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所涉

及的、经农业农村部门认定的建档立卡退捕渔民。

如需查询人社政策，您可以通过全省各级人社部
门网站、微信公众号和全省统一电话咨询服务热线（所
在地电话区号+12333）获取。

省总女职委举办
女职工插花技艺培训及展示活动

第十七届
中国华药会在太和举办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国家新

闻出版署组织的“读掌上精品 庆百年

华诞——百佳数字出版精品项目献礼

建党百年专栏”11日上线启动。中央重

点新闻网站、重点数字阅读平台、新媒

体网站等 19 家网络平台参与设立专

栏，集中上线 100 个数字出版精品项

目，即日起向社会免费开放100天。

据介绍，100个数字出版精品项目

从 1000多个项目优中选优产生，包括

数据库、数字出版平台、AR出版物、融

媒体出版物、有声读物等，集中展示数

字出版讴歌新时代、满足新需求的优秀

成果。

19家设立专栏的平台为：人民网、

新华网、央视网、光明网、“学习强国”学

习平台、中国文明网、党建网、新华书店

网上商城、中图易阅通、中文在线、咪咕

阅读、掌阅、沃阅读、文轩网、天翼阅读、

微信读书、京东读书、喜马拉雅、快手。

百佳数字出版精品项目献礼建党百年专栏上线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