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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 记 者 廖 凌 云)
2024 年 高 考 已 落 下 帷 幕 ，
万千学子中有一些优秀的
寒门学子迫切需要一份关
怀。集小爱，成大爱，6 月
19 日，团市委启动 2024 年
淮 南 市 “ 爱 心 圆 梦 大 学 ”
行动，邀请爱心人士积极
行动起来，伸出援手，共
同为我市困难家庭学子撑
起一片希望的天空，用爱
心筑梦远航！

据悉，此次“爱心圆梦
大学”行动面向被普通高
校 （军校及免费类师范生
不在资助范围） 录取的农
村或城镇困难家庭的淮南
籍大学新生。孤儿、事实
孤儿、学生本人伤残、因
自然灾害或重大家庭变故
造成家庭困难、单亲家庭
子女优先考虑。标准为每
名大学生 3000 元。

此次活动采取自愿参与
的 形 式 ， 捐 款 金 额 不 限 ，
捐款可以是一个人、一个
家 庭 ， 也 可 以 是 一 个 单
位、一个团体，既可以资
助一名或多名优秀困难大
学新生，也可以是一个集
体、几个捐款人共同资助
一 名 优 秀 困 难 大 学 新 生 。
对个人、单位有明确资助
意向的捐款，可根据捐方
意愿，实行定向资助。

请爱心人士在捐款前与
团市委进行沟通，团市委
不直接接收捐赠款，所有
款 项 由 捐 赠 单 位 （个 人）
直接将款项转至安徽省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账户，筹
集捐助款将统一发放给资
助对象。团市委将对捐款
的企业或个人颁发捐赠证
书。

本报讯（记者 李严）6月19日，淮河早报、淮
南网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今年以来，该局持
续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挖潜拓宽各类就业岗位，
目前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4984人，总体就业形势
保持平稳。

据介绍，市人社局以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
工、就业困难人员等为重点群体，推进10项公共
就业服务专项行动，出台《淮南市“千企进校园
万岗进万家”活动实施方案》，下发《关于做好
2024 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
知》，督促县区和协调市直相关部门抓好政策落
实、岗位开发、服务优化等工作。全市累计组织

开展“春风行动”“2+N”等专项特色招聘活动594
场，“招才引智高校行”活动21场，统筹发布岗位
信息2.2万余个。

市人社局聚焦我市七大新兴产业和“双招双
引”重点企业用工服务，扎实开展“三级三方服务
千企”“四进一促”活动，建立了21家重点服务企
业“白名单”，实行人社服务专员包保联系制度，
落实用工包保责任制。组织深入乡镇（街道）、村
（社区）开展“就业摸排”，深入辖区企业、园区开
展“访企问需”，深入重点群体开展“政策宣传”，
建立劳动者应聘求职和企业用工需求“两个清
单”，分别收集失业人员信息850余条、企业岗位

需求3300多个。
市人社局着力搭建就业平台。完善“社区快

聘”服务程序，丰富岗位类型，增强发布时效，提
升“三公里”就业圈平台运行成效，目前平台常驻
企业4390家，月均在招岗位2.2万个，登记求职劳
动者7.45万人，实现就业3853人，推动86个城市
社区达到充分就业社区建设标准。利用安徽公
共招聘网开展“在线招聘”“直播带岗”，举办线上
活动81场，服务企业2204家，达成就业意向1200
余人。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就业政策在身边”
宣传活动，不断强化公共就业服务水平，提升群
众对就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日前，公安部推出进一步深化电子证照推广应
用、进一步优化城市路口非机动车交通组织等8项公
安交管便民利企改革新措施，这些措施将于7月1日
起实施或试点推行。

6月19日，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从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小磊交通优化工作室”了解到，围绕公安交管8
项便民利企改革新措施，我市“小步快跑”，部分行动
早于新措施推行之前已经开启“绣花”模式，其中，优
化城市路口非机动车交通组织更是成效显著。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有关负责人介绍，本着“为民众
提供更为便捷、安全的出行条件”这一宗旨，结合文明创
建，淮南公安交警在大量调研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因地
制宜总结形成了四种典型路口的非机动车交通组织设
计方法，并对我市126个路口进行了综合改造，为非机
动车出行创造了更加安全便利的通行条件。

多篇交通组织优化论文获发表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小磊交通优化工作室”负责
人黄晓磊介绍，优化非机动车交通组织是绣花功夫，
科学“图样”是施工前提。为此，市公安局牵头组建了
由同济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合肥交通研究院等专家
组成的课题小组，并将该研究纳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进行推进。

黄晓磊说，我们以问题为导向，探索科学化解决
方案，从提高通行效率、减少交通冲突点、缩小交叉口
占用空间资源等方面对不同交通组织方法应用效果
进行比较分析，制定了清晰明确的路口设计蓝图，并
形成了《交叉口非机动车交通组织设计方法及适用
性》《四种典型路口的非机动车左转交通组织设计方
法》《非机动车安全交叉口设计》三篇研究论文，在多
个核心期刊上发表。我市公安交警还制作了4部专题
解读视频，组织人员对规划、住建、城管等部门进行多
次专题宣讲，并成立了“小磊交通优化工作室”，搭建
了交通控制与仿真实验室平台，全面提升城市路口交

通安全管理水平。
因地制宜施“针法”

“每个地区的道路条件、路口型式各不相同，各个
路口的交通组织方式也会有所不同。”黄晓磊介绍，我
们因此推广城市路口慢行一体化设计51处，将非机动
车和行人按照同一类型交通对象，通过设置非机动车
禁止行驶区、增加绿化带物理分隔、设置“L”型过街等
措施，引导非机动车有序等候、顺畅通过，减少通行干
扰。

我市对75个非机动车通行不便的路口进行了针
对性的“小手术、小改造”，按照“一路口一方案”方针，
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交通管理措施，如彩色涂料
铺装、非机动车一次左转、前置待行区等，对重点交叉
口进行快速整改和治理，改造完成后及时总结，并连
续四年编写《交通组织精细化典型案例汇编》，收集了
交通组织优化工作的42个经典案例。

强化现场管控显实效

交通组织优化工作是基础，现场管理到位显实
效。交通组织优化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坚持路面管
理与源头管理并重，深化警民联动共治机制，提升路
口精细化管理水平，打造非机动车通行“品质工程”。

公安交警通过路面勤务机制改革，将警力最大限
度投放到路面一线，严格执行定人、定岗、定时间、定
路口、定任务、定路段，包秩序的“六定一包”责任制以
及高峰守点、平峰巡线、低峰到片的动态管理勤务，针
对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不按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
开展专项整治，通过现场执法、劝导教育、媒体曝光等
方式，增强非机动车驾驶人守法意识，引导群众自觉
遵守交通规则。相关措施经过长期执行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我市路口非机动车交通组织优化成效显著。
下一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将根据8项公安交管便民
利企改革新措施相关要求，创新工作方法，持续打造
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环境。

对照便民利企新措施 看我市如何路口“绣花”
本报记者 苏国义 通讯员 黄晓磊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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