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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鸿）11月25日，淮南
市“困境母亲”救助活动资金发放仪式在
凤台县凤凰镇举行。此次活动由市妇联
主办，旨在为全市范围内因经济困难而
陷入窘境的妇女提供及时有效的援助，
特别是那些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原
因导致基本生活难以维持的妇女。

仪式上，市妇联相关负责人向在座的
每一位困境母亲代表表达了深切的慰问
与关怀，并对她们面对困境时所展现出的
坚韧与毅力表示由衷的敬佩。同时，市妇
联相关负责人也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
此项目的各级妇联组织及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据统计，截至目前，市妇联已连续14
年开展“困境母亲”救助活动，累计帮助了
1400名困境母亲走出困境，发放救助金总
额达到140万元。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背

后，是无数困境母亲们因得到及时援助而
重燃的生活希望，是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
界对弱势群体的深切关怀与帮助。

本次活动的救助条件严格遵循相关
规定，确保每一份救助金都能精准发放到
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手中。救助标准明确为
每人1000元，虽然数额有限，但每一分都凝
聚着社会各界的真情与爱心，为困境母亲们
提供了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慰藉。

展望未来，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继续深化“困境母亲”救助活动，不断创新
帮扶方式，拓宽救助渠道，努力将这份温
暖与关怀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妇女和
家庭。同时，市妇联也呼吁更多的社会力
量加入到这一公益事业中来，共同为构建
和谐社会贡献力量，让困境母亲们在社会
各界的关爱与帮助下重拾生活的信心和
勇气。

本报讯（记者 廖凌云 通讯员 王黎黎）11月25日，
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我市农
业标准化工作取得新进展，由安徽国精粮油食品有限
公司承建的省级水稻标准化示范区项目顺利通过安
徽省市场监管局组织的考核评估验收。截至目前，我
市已有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12家。

据了解，该项目为2021－2022年度21个省级农
业标准示范项目之一。项目建设过程中，我市探索实
施“统一规划、统一技术、统一检测、统一指导”的服务
模式，建立完善了涵盖通用基础标准、生产过程技术
标准体系、经营管理标准体系及岗位标准体系在内的
220项标准，其中企业自主研制标准79项，实现水稻
种植全过程的闭环管理。示范区建设实现了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方面的正向成效，促进了产
业发展壮大，带动了农民收入增长，改善了土壤生态
环境，获得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本次由省市场监管局标准化处和合肥、宣城、安
庆等地市市场监管局标准化管理部门及省质量和标
准化研究院技术专家组成的考核专家组，对我市省级
水稻标准化示范区项目建设工作进行实地检查、资料
审核和专家质询，综合评估项目建设成绩为优秀。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农业标准化示
范项目的建设，是我市扶持和培育龙头企业，服务地
方农业发展，促进农业标准化、产业化、规模化，助力
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将继
续实施标准化发展战略，积极推进标准化试点工作，
传播标准化理念，推广标准化模式，充分发挥标准化
项目示范引领作用，为助力农业高质量贡献“标准力
量”。

本报讯（本报记者）在当前全球资源
日益紧张、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的背景
下，餐桌上的每一份选择，都不再仅仅是
个人喜好的表达，而是一份对地球未来的
负责。然而，在部分场合，令人痛心的浪
费食物场景仍在上演。

11月25日，在我市一家土菜馆内，几
名男子点了满满一桌菜后，觥筹交错之
后，地上留下了许多白酒、啤酒的空瓶，至
少有一半的菜被留在了餐桌上，随即，被
服务员全倒进了垃圾桶中。

这种浪费场景在我市的一些婚宴上
也是时有发生，一场酒席过后，每桌几乎
都有肘子、鸡、四喜丸子剩下，大部分荤菜
类办酒席的人家还会将原封未动的荤菜
打包带走，那些只吃过几口的则就白白浪
费了。

据资料统计，全球每年约有三分之一
的食物被浪费，这意味着每年有大约13亿

吨的食物未能到达真正需要它们的地
方。而在我国，这一数字同样惊人，每次
宴席后的剩余食物量往往超过了人均每
日所需营养摄入的几倍甚至数十倍。这
些数据背后，隐藏的是土地、水资源的巨
大损耗，以及无数人辛苦耕作的价值被无
情抛弃。

根据实际需求点餐，避免盲目追求排
场，提倡“少而精”，饭后将未食用完毕的
食物打包带走，既是节约资源，又能享受
美味延续，同时也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每一顿饭开
始，让“文明餐桌”成为社会风尚，让节约
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责任担当，共同
绘制出一幅生态文明的美好画卷。

本报讯（记者 李严）11月25日，淮河早报、淮南网
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今年，我市着力健全残疾人
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完善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优
化补贴申领方式，强化“跨省通办”“全程网办”“主动
服务”等便民服务举措，完成市级精神卫生福利机构
建设、推动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加强困难重度残
疾人照护服务，不断提升残疾人群体的生活品质。

据介绍，我市建立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
落实完善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从今年1月1日起，我
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共同
提高到每人每月86元，有效缓解了残疾人特殊生活
困难和长期照护困难。我市及时办理残疾人两补“跨
省通办”“全程网办”，定期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人员信息与低保对象、特困人
员、残疾人、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对象、享受工伤保险生
活护理费人员、脱贫人口以及死亡人员等数据进行交
叉比对。今年以来，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惠及困难
残疾人4.23万人、重度残疾人3.97万人，累计发放补
贴资金7014.7万元。

我市推动“精康融合”行动，由市民政局联合市财
政局、市卫健委、市残联印发《淮南市“精康融合行动”
实施方案（2023-2025年）》。全市目前设立精神障碍
社区康复站5个，凤台县、田家庵区、潘集区、淮南高
新区分别通过公开选定专业机构承接精神障碍患者
社区康复服务，为患者康复提供专业训练和支持性服
务。凤台县打造“怡康驿站”精康品牌，将每月25日设
定为精神障碍患者社区活动日。潘集区与公立医院合
作，建设区级精神障碍康复中心，辐射周边乡镇、社区
服务站点。2024年以来，全市累计开展服务873人次。

据了解，市精神卫生社会福利中心预计 11 月底
投入运营，该项目位于山南新区民裕大街北侧、泉山
路西侧，市福利保障区内，总建筑面积13600平方米，
内设床位 270张。该项目是为精神障碍患者中的特
困人员、流浪乞讨人员、低收入人群、复员退伍军人等
特殊困难群体提供集中救治、救助、护理、康复和照料
等服务的社会福利机构，目前项目正在开展竣工验收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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