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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柏雪) 5月8日，淮河早报、淮南网
记者从田家庵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悉，为贯彻落
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响应《安徽省加速消
除宫颈癌行动2023-2030》，加快宫颈癌消除进程，
保护和增进广大女性群体健康，田家庵区预防先
行，在全区开展进口二价HPV疫苗“三针免一针”惠
民项目。

此次惠民项目使用的是进口双价人乳头瘤病
毒疫苗（葛兰素史克），适用人群为15到24周岁（在
校女生）和35到45周岁女性（两癌筛查人群）。凡符
合以上年龄段女性，全程接种（共3剂次）进口二价
HPV疫苗后，可减免第3剂次疫苗费用（590元），即
受种者只需两针费用1240元(610元/针∗2+第3针接
种服务费 20 元，而原接种费用是 3 针为 1830 元）。
全程接种3剂次，从第1剂次起算，按0-1-6月各接

种1剂次。
据了解，此次惠民项目不限户籍，但三针需在

同一单位接种。目前，朝阳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
西院、阳光新康医院和龙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朝
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疫苗都已到货。市民
如需接种请携带身份证前往，未满18周岁的需携带
疫苗接种本且在监护人陪同下接种。

据悉，目前 HPV 病毒共有 200 多种型别，根据
病毒能否致癌，分为高危型（能致癌）和低危型（不
能致癌）。高危型HPV中，16型和18型被称为“高
危中的高危”，这两种型别，引起全球70%的宫颈癌
以及中国 84.5%的宫颈鳞癌。由于 HPV16 型和
HPV18 型堪比“毒王”一样的致癌性，因此不管是
二价、四价、还是九价，首要预防的便是 16 型、18
型。

“三针免一针”！HPV疫苗惠民政策来了

农村特色产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
重要抓手，是乡村振兴的有力促进和
支撑。发展农村特色产业需要主动作
为，顺势而为，因“特”谋划，因地制宜，
既需统筹兼顾、筹措谋划，也需真抓实
干、下足“绣花功夫”。

近日，在市民政局引导组织下，市
麻黄鸡产业协会再次向大庄村捐赠了
1000只麻黄鸡苗，这是市麻黄鸡产业
协会连续第三年向大庄村捐赠鸡苗，
三年来累计捐赠数量近 4000 只。麻
黄鸡作为淮南特色农产品，具有广阔
的市场前景和良好的经济效益。市民
政局积极发挥职能优势，创新帮扶举
措，通过引导社会组织力量参与乡村
振兴，为大庄村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持。

向村庄捐赠麻黄鸡，为农户送来
增收之源，为特色产业注入源头活水，
不是一送了之，宣传、指导、服务也要
同步跟上，不仅扶农户上马，更要送一
程，时时给予帮助，指点迷津，排忧解
难。麻黄鸡有哪些突出经济价值，未
来前景怎样，如何激发农户的养殖积
极性；鸡苗送来了，如何进行标准化养
殖，如何监测生长指标、做好不同生长
阶段的营养和防疫，如何做好养殖场
排泄物清洁循环利用和农村环保等，
都需要有及时详尽的宣传引导，需要
有一整套科学严密的管理体系。作为
政府部门和捐赠鸡苗的社会组织，不
仅要有捐赠时的一腔热忱、满怀期冀，
更要有时时在线指导答疑、及时干预
解决问题的夙夜在公、积极勤勉，让农
户对养殖充满信心，早日尝到甜头，见
到经济效益。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应思考提升
麻黄鸡养殖生产的规模化与组织化水
平，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考虑建设
园区，利用麻黄鸡养殖区推广“公司+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促
进企业与农户参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
衔接，力争把麻黄鸡养殖发展成为特
色农业支柱产业，化作农民增收亮点。

在乡村振兴澎湃发展的今天，可
抢抓发展机遇和预制菜新风口，为麻
黄鸡披上“嫁衣”。按照“绿色主导、特
色先行、品牌引领、科技支撑”的发展
思路，谋划推进标准化绿色生态养殖
基地和麻黄鸡品牌建设，让“生产+加
工+科技+品牌”长保特色农产品品
质，助力特色产业升级，先“鸡”而动，
机不可失，激发动力，机动统筹，积功
致远，让麻黄鸡乃至其他特色产业成
为乡村振兴品牌，打响淮南名片，成为
未来舌尖经济、美好乡村的一道靓丽
风景。

下足“功夫”
让麻黄鸡“振翅高飞”

万 翔

本报讯（记者 查嘉琪 摄影报道）5月7日下午，
全市2024年学生劳动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谢家集
区第四小学举行。仪式上，宣读了学生劳动教育宣
传周活动要求，并观摩谢四小劳动实践课《豆花制
作》。

据了解，今年 5 月的第 2 周（5 月 6 日至 5 月 12
日）是第4个全省学生劳动教育宣传周。今年的活
动主题为“劳动创造幸福生活”，旨在教育引导广大
学生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
动最美丽”的观念，养成主动劳动、坚持劳动的良好
习惯，培育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创新实干、敬业奉献
的劳动精神。

我市各校紧扣活动主题，丰富宣传周活动载体，
注重思想引领与实践体验相结合，通过特色劳动课
程展示、创意劳动成果展示、劳动小能手评选等方
式，不断提升宣传周活动吸引力和参与度，让学生获

得劳动感受，了解劳动艰辛，分享劳动成果，体验劳
动乐趣，养成劳动习惯，提高动手能力和发现、解决
问题的能力。

据了解，本次宣传周期间，市教体局将深入部分
县区和学校参与相关活动，并将举办首届劳动教育
学术论坛。

体验劳动乐趣 养成劳动习惯
全市2024年学生劳动教育宣传周启动

本报讯（记者 孙鸿）5月7日，淮河早报、淮南网
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为构建更加精准、高效、公平
的社会救助体系，我市在深化社会救助制度改革方
面迈出了坚实步伐，通过“一次申请、分类确认、综合
救助”工作机制，实现了救助资源的精准匹配和高效
利用，有效提升了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作为改革的试点地区，凤台县率先开展了“一次
申请、分类确认、综合救助”新机制的探索。市民政
局通过深入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制定了详细的试
点工作方案，明确了改革的目标、内容和预期成效，
为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指导。

在试点过程中，我市将民政系统内的9项社会
救助政策进行有效融合，困难群众只需提交一次申
请，即可根据申请者的实际情况，精准匹配到特困人
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低保边缘家庭等不同的救助

类别。这一创新机制打破了以往分散救助的格局，
构建了一个集成最优的救助体系，让群众在享受政
策“加法”的同时，实现了办事“减法”。

为了畅通救助渠道，我市还加强了部门之间的
联动合作。通过完善乡镇社会救助联审联批会议制
度，将涉及专项社会救助的医疗、教体、住建、人社、
残联等部门纳入其中，共同参与、集体评审、信息共
享。这一举措不仅提高了救助工作的效率，也确保
了救助资源的精准投放。

通过联审联批会议，各专项社会救助部门能够
及时共享遇困群众信息，主动对接服务，确保群众在
遇到困难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同时，这也
推动了低收入人口认定从“坐等申请”向“主动服务”
的转变，让群众在享受社会救助服务时更加便捷、高
效。

淮南创新救助模式
开启“智能匹配”救助新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