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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鸿）近日，
淮南市迎来首批儿童友好社区授
牌仪式，并在淮南高新区弘湖社
区举行了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现场
观摩会。市妇联、市民政局等相
关部门领导出席了此次活动。

此次会议标志着淮南市在推
进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方面取得了
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市妇联相关
部门负责人宣读了《关于命名淮
南市首批儿童友好社区的通知》，
市妇联、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为
首批命名的9个儿童友好社区授
牌，并为弘湖儿童友好社区揭
牌。这标志着淮南在保护儿童权
益、促进儿童发展方面又迈出了
坚实的一步。

授牌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
进行了现场观摩，实地了解了弘
湖社区在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方面
的成果和经验。市妇儿工委办公

室还为参会人员提供了丰富的资
料，包括《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
导则（试行）》《淮南市儿童友好社
区建设指引（试行）》等，以便各相
关部门更好地指导和推进儿童友
好社区的建设工作。

另据了解，淮南市近年来一
直致力于优化儿童发展环境，以

“一米高度看城市”的理念推进城
市和社区建设。儿童友好社区建
设已被纳入多个市级规划和行动
计划，充分展现了淮南市对于儿
童权益保护和儿童发展的高度重
视。2023年，市政府妇儿工委办
公室和市民政局在全市范围内选
定了9个社区作为首批儿童友好
社区建设试点。经过严格的评估
验收，大通区大通街道站后社区
等 9 个社区脱颖而出，被命名为
淮南市首批儿童友好社区。这些
社区在儿童友好设施建设、儿童
活动开展以及儿童权益保护等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全市其他
社区树立了典范。

9个社区脱颖而出
淮南市首批儿童友好社区授牌

本报讯（记者 孙鸿）安徽
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公布《安徽
省第五批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
培育名单》，中安联合煤化有限
责任公司、安徽山河药用辅料
股份有限公司等 16 家企业荣登
榜单。截至目前，我市已有 20
余家企业成功入选该名单，充
分展示了我市在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方面的卓越成果和显著
成效。

产教融合型企业是深化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载体，对于
解决传统产业人力供给过剩和新
兴产业人才供给不足之间的结构

性就业矛盾具有深远意义。这些
企业的入选，不仅意味着它们在
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
方面具有突出表现，更体现了我
市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方
面的前瞻性和引领性。

下一步，我市将不断探索产
教融合改革的新路径新机制，以
促进教育优先发展、人才引领发
展、产业创新发展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通过政策引导、项目支持、
平台搭建等方式，鼓励更多企业
深度参与产教融合实践，推动教
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
有机衔接。

安徽省第五批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名单出炉

淮南16家企业上榜

本报讯（记者 李严）12月1日，淮河早报、淮
南网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我市持续提高低
保、特困等社会救助标准，不断增加社会救助等
民生资金投入，2016年以来，连续8年提高社会
救助保障标准。

据介绍，今年，我市城乡低保标准分别由每人
每月725元、708元提高到784元、755元，增幅分
别为8.1%、6.6%，超过省级规定的7%、4.5%。城乡
低保月人均补助分别为646元、482元。2023年

1—11月份，全市累计保障城乡低保对象111.4万
人次，发放低保资金5.66亿元；累计保障特困供养
人员21.1万人次，发放救助供养资金1.71亿元。

今年年初，市民政部门开展“四个一”专项活
动，及时发放照料护理补贴，落实特困人员照料
护理责任，切实提高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质量。同
时，投入资金97.47万元，为特困人员购买住院护
理保险，1427人次特困人员获得理赔200.2万元，
赔付率达到205%，较好地解决了特困人员住院

护理难题。
市民政部门按照“四个不摘”要求，保持兜底

保障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对摸排中发现符合
低保、特困人员及时纳入，对渐退期满的及时予
以退出，对出现临时性困难人员给予临时救助，
对存在医疗、教育、住房、就业、饮水等困难的群
众，及时转介到相关部门。全市现有防止返贫监
测对象 17078 人，纳入民政社会救助保障范围
10084人，占比59%。

救助见实效 兜底有温度
淮南连续8年提高社会救助标准

农批市场
食品安全追溯效能全面提升

本报讯（记者 张雪峰）
为深入推进食用农产品批发
市场食品安全智慧化监管，提
升市场销售食用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效能，近期，市市场
监管局开展农批市场食品安
全信息化追溯系统巩固提升
行动。

“一户一档”实现电子
化。全市农产品批发市场
100%建立了入场销售者电子
档案，如实记录了入场销售者
主体信息及食用农产品名称、
进货渠道、产地等基本信息，
实行动态管理。电子档案内
容准确、真实、完整，并与农批
市场监管信息系统录入的基
础信息保持一致。

“溯源信息”实现实时
化。进入农批市场销售的食
用农产品信息应全部录入（上
传）市场开办者使用的食品安
全信息化追溯系统，经市场开
办者入场查验通过或快检合
格后入市销售。销售者及时
录入所售食用农产品进货查
验信息、数量批次信息，履行
进货查验记录义务。市场开
办者即时通过追溯系统验证
销售者上传的交易品种、数

量、可溯源凭证和产品质量合
格证明，落实入场查验和留存
凭证的责任。

“系统使用”实现便利
化。“智慧农批”系统进行了升
级和功能整合，有效提升了系
统使用的便利性。市场开办
者可动态管理入场销售者电
子档案，即时开展入场查验，
查看入场销售者进销货台账
等信息，针对发现的问题督促
及时整改。优化信息传递，基
本实现了首站销售者录入一
次，本批次食用农产品相关信
息按销售批次逐批传递，下游
环节无需重复录入，同时满足
销售者进销货管理等功能。
消费者通过扫码可实时查询
食用农产品追溯信息，提升了
消费获得感和安全感。

“基础数据”实现集成
化。农批市场开办者通过分
配监管账号、设置监管端对接
监管平台，实现农批市场食品
安全基础信息集成化、可共
享。市场监管部门通过信息
化追溯系统开展监督检查，对
主体信息、溯源信息、快检数
据等进行即时查询，实现了食
品安全监管高效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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