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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贯彻落实“安全月”活动，和针

对夏季园林绿化作业安全预防和培训，政

务区匡河养护单位深圳市国艺园林建设有

限公司对项目管理人员及现场一线作业工

人进行宣传教育学习，全面消除安全作业

中存在的死角，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秩序。

夏季伏天到来，施工现场环境温度高，工

作条件相对恶劣，施工人员劳动强度大，易出现

过度疲劳、中暑现象，是事故多发时期。在要求

做好日常养护工作的同时，也关注一线养护工

人健康状况，做好防暑降温应急保障及救助

工作。做到安排作息时间，采取“做两头、歇

中间”的方法或轮换作业的办法，避免高温日

照曝晒、疲劳作业和防止职工中暑，给工人发

放人丹、十滴水、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防暑

降温药品，并学习防暑降温救助知识。童娟娟

合肥政务区匡河景区扎实做好夏季园林安全养护

为激发全省各类群体创业创新热情，增强经济发

展动力，促进创业带动就业，我省拟制订“创业江淮”

行动计划，该计划征求意见稿已于日前公布。根据征

求意见稿，我省计划2018~2020年，全省新增注册企

业60万个以上，带动就业200万人以上。

□记者 祝亮

到2020年，建成300多市级以上众创空间
根据征求意见稿，我省将实施创客逐梦工程，推

进创新创意成果转化。推进重点产业领域众创空间

建设发展，促进龙头骨干企业围绕主营业务方向建设

众创空间，鼓励科研院所、高校围绕优势专业领域建

设众创空间打造一批乡村版众创空间，建设一批国家

级创新平台和“双创”基地，加强众创空间的国际合

作，建成一批低成本、多要素、便捷化的众创空间，建

设一批初创企业和服务机构集聚度高、活跃度高、协

同性强、辐射力强的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到2020年，

力争全省建成市级以上众创空间300个以上，集聚创

客8万人（次）以上。

过剩商业地产转为创业孵化基地
我省拟推动省拟实施创业筑巢工程，解决各类创

业主体场地问题。在现有的省级农民工创业园、经济

技术开发区、产业集聚区、现代农业示范区等园区，建

设省级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园150 个，给予每个园区

120 万元资金补助。继续开展安徽青年创业园、安徽

青年创业园创建单位建设工作，重点扶持高校毕业

生、归国留学人员等青年群体，创办工业设计、电子商

务、人力资源、动漫设计、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等生产

性服务业企业，给予 150 万~1200 万元的资金补助。

发挥行业领军企业、创业投资机构、社会组织等主力

军作用，整合、提升、完善一批公共创业孵化基地，鼓

励社会各界整合资源发展各类创业平台。推动老旧

商业设施、仓储设施、闲置楼宇、过剩商业地产转为创

业孵化基地。

创业担保贷款或可多次贴息
扩大贷款对象范围，降低贷款申请条件，放宽贷

款和贴息要求，优化申请办理程序，打造创业担保贷

款升级版。对还款积极、带动就业能力强、创业项目

好的借款个人和小微企业，可继续提供创业担保贷款

贴息，但累计次数不得超过3次。

与此同时，我省还计划支持科技人才团队创新创

业；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业，3年内保留

其人事关系；实施留学回国人员创新创业扶持计划，

资助一批留学回国人员来皖创新创业项目；支持创业

投资企业及管理机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等建设一

批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

星报讯（记者 祝亮）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

（www.ahcaijing.com）、掌中安徽记者从省人社厅

获悉，我省拟出台相关政策，建立并推行终身职业

技能培训制度，促进职业技能培训覆盖城乡全体

劳动者，贯穿劳动者就学就业各阶段和成长成才

全过程，力争 2020 年后基本满足劳动者培训需

要，增强培训后的技能获得感、就业稳定感。

据悉，我省拟将城乡全体劳动者纳入职业技

能培训对象范围，确保在学习工作各阶段都有机

会接受相应的技能培训。同时充分发挥政府补贴

培训的引导作用，不断激发劳动者和企业参与培

训的内生动力，实现参训主体从“要我学”到“我要

学”的根本性转变。突出政府补贴培训的覆盖重

点，围绕有培训意愿和就业要求的劳动者、有转型

升级和技术创新动力的企业、国家和我省重点扶

持产业、涉及群众生命健康和重大公共安全领域

开展培训。定期向社会发布全省统一的培训工种

目录、培训补贴标准、培训机构目录、鉴定机构目

录、职业资格目录，并实行动态调整。支持各市在

省级就业技能培训工种目录基础上，结合产业发

展规划，制定以地方重点（特色）工种为主的补充

目录，并合理确定培训时长和补贴标准。

我省还将指导企业不唯学历和资历，建立基

于岗位价值、能力素质、业绩贡献的工资分配机

制，强化技能价值激励导向。制定企业技术工人

技能要素和创新成果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办法，推

动技术工人享受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有关政策，

鼓励企业对高技能人才实行技术创新成果入股、

岗位分红和股权期权等激励方式，鼓励凭技能创

造财富、增加收入。落实技能人才落户购房、岗位

聘任、职务职级晋升、参与职称评审、学习进修、休

假疗养等政策。

我省拟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患者砷中毒危在旦夕
众力寻药化险为夷

星报讯（记者 祁琳）“患者生命垂危，急需解

救砷中毒的二巯基丙醇或者二巯基丁二酸钠。”7月

22日上午，医院发出寻求，在各地医院、药企中寻找

此类药品，但苦寻不着。

省医药集团获悉这一紧急情况后，立即采取应

急方案，与“死神”来一次赛跑。

此时患者在死亡边缘徘徊，时间非常宝贵。值

班人员在仓储迅速备药，工作人员赶往省立儿童医

院，接力送药……短短几十分钟，药品送到了医生手

中，大家这才舒出一口气，紧张的心情得到缓解。

昨日，医院方传来消息，因救治及时，患者已经

脱离了生命危险。

据了解，省医药集团作为省级医药储备单位，常

年备有解砷、汞等重金属之毒的二巯丙磺钠注射

液。此外，省医药集团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对一些

如农药、有毒气体中毒、蛇咬伤中毒等也各有应急解

救药品。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合肥市民王女士昨

日带着女儿，走进合肥市图书馆一楼亲子阅览室，

参加了面塑的免费培训。“合肥市图书馆常年举办

各类读者活动，我和朋友们都是这里的常客，经常

一起带着孩子过来看书学习，这次感受到了传统

文化的魅力。”王女士说。

近年来，文化场馆这个词被越来越多的人熟

知，市民身边的公共文化服务也越来越常见。改

革开放40年来，合肥市的公共文化服务事业不断

发展，市民在物质生活富足的同时，精神文化生活

也越来越丰富。

为了让普通百姓可持续、有保障地享受免费

“文化大餐”，自2013年起，我省将“公共文化场馆

开放”列入 33 项民生工程之一，财政资金投入随

着免费开放场馆数量的增加而稳步增长。今年，

全省 89 个博物馆、123 个公共图书馆、18 个美术

馆、121个文化馆、1438个文化站，共计1789个文

化场馆免费向公众敞开大门。

在合肥某事业单位工作的齐先生认为，文化的

生命力在于公众参与，实行免费开放，吸引了更多的

人走进图书馆、博物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记者从省文化厅了解到，近年来，我省强力

推进全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升

文化民生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成效显著。到2020

年，我省将基本建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

促公平、具有安徽特色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努力形成比较完备的省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

区)五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全省1789个公共文化场馆向公众敞开大门

星报讯（夏菁 宋梅 雨静 记者 沈娟娟 文/图）在

合肥市之心城大型购物中心内，反腐倡廉主题漫画

展上，一幅幅五颜六色的漫画展现在市民面前，吸引

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据悉，合肥市三里庵国际商

圈“廉洁联盟”日前正式启动，首批38家单位参与其

中，涉及商圈内金融保险、IT 电子、餐饮服务、医疗

健康、商贸休闲等五大特色板块。

合肥38家单位组“廉洁联盟”

“创业江淮”行动计划征求意见稿公布

过剩商业地产？拟转创业孵化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