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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今年以来 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江城冬季蔬菜生产供应充足稳定

安徽规范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管理

本报讯 12月 26日，芜湖市应急
管理局就2023年芜湖市应急管理工
作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获
悉，今年以来，全市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37起、同比减少4起，下降9.8%，未发
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全市安
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面对各类自然
灾害，我市强化会商研判和预警预报，
抓好防范应对工作，统筹调度各级力
量和资源，自然灾害防治扎实推进。

发布会介绍，为全力保障安全生
产形势稳定，我市制定了《芜湖市重大
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总
体方案》，开展了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整
治行动，曝光约谈联合惩戒企业585

家。同时，聘请安全生产专家对全市
35家重点有限空间企业开展安全生产

“体检会诊”，一大批企业日常检查难
以发现的问题和隐患得到了及时排查
和整改。举办全市应急系统安全生产
行政执法专题培训班，进一步增强了
执法队伍综合执法能力。

此外，在全省率先完成对芜湖经
开化工园区和申报中的繁昌经开化工
园区完成安全风险评估分级，完成率
100%。开展高危企业主要负责人和
安全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安全生产培
训教育。探索建立全市相对固定的安
全生产“吹哨人”队伍，有效解决风险
事故隐患难发现等难题。截至11月，

全市已有134家企业落实内部隐患报
告奖励，兑现奖励62.6万元。建设完
成全省危险化学品安全防控监测信息
系统项目（芜湖）等，推动传统的“人
防”向“技防”转变，切实提升安全生产
管理效能。

今年我市还不断完善应急体系，
完成《芜湖市城市极端强降雨应急处
置预案》制定和发布，提升了极端天气
的应急联动能力。举办应急系统无人
机操作人员培训班和应急指挥能力提
升班，提高灾害事故发生时“三断（断
路、断网、断电）”情况下现场视频传输
能力。不断壮大应急队伍力量。统筹
防汛物资和队伍建设。建立抢险救援

专业队伍，全市组建防汛专业抢险队
伍22支，队员2470人。

为积极防范应对灾害风险，我市
今年还加强自然灾害重大风险会商研
判，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和违规用
火行为治理。及时开展救灾救助工
作，共筹集并发放2022-2023年度中
央、省级自然灾害冬春临时生活困难
救助资金1085万元，共救助困难群众
7.1万余人。成功创建省级综合减灾
示范社区6个。

据介绍，2024年我市将加强“互
联网+执法”工作，实现行政执法全过
程上线，加大执法与服务相结合力度，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记者吴敏

各项应急管理工作稳步推进

本报讯民办职业培训学校不得开
展或者联合举办学制学历教育；不得
开展文化学科培训、文化艺术辅导等
其他培训活动；新聘任教师经培训合
格后方可正式授课……记者从安徽省
人社厅获悉，近日，我省出台《安徽省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办学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对学校的办学活动、
教师管理、师资培训等提出明确要求。

《办法》明确，培训学校应当按照
许可的范围开展办学活动，不得开展
或者联合举办学制学历教育，不得开
展文化学科培训、文化艺术辅导、学
历考试辅导、医疗美容培训等其他培
训活动，不得以培训学校名义代理学

历提升等非技能培训事项。
在教师管理方面，《办法》明确，

培训学校应当对拟招聘教师进行违
法犯罪信息查询，与招用教师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并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明
确双方权利义务，并对教师岗位及其
职责要求、师德和业务考核办法、福
利待遇、培训和继续教育等事项作出
约定。鼓励培训学校创新教师聘任
方式，从其他院校、企业或者机构引
进具有相关教学工作经验或相应职
业技能水平的人员。

培训学校应当建立教师能力提
升培训制度，定期组织开展教师培
训，其中新聘任教师经培训合格后方

可正式授课，在岗教师每两年参加培
训不得少于1次。

《办法》指出，培训学校应当与学
员签订培训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
务，明确培训项目（职业、工种）、培训
课程、培训层次、培训形式、培训时
间、取得证书、收费项目、收费标准、
退费规则及纠纷处理办法等内容。

培训学校应当合理确定收费项
目和收费标准，主动如实对学员和社
会进行公开，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
管。学员与培训学校因为学费等问
题发生纠纷时，由双方按照培训协议
约定解决，协商不成的，按照法律法
规有关规定处理。 记者王叶华

本报讯 一卡在手，办事“芜
优”。集社会保障、医疗保障、金融、
交通、文旅等城市功能为一体的社
会保障卡，正成为江城人民生活中
的必备品。

12月26日，记者从芜湖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息中心获悉，
截至11月底，芜湖市社会保障卡持
卡人数达 355 万，覆盖常住人口
96.7%；其中第三代社保卡发行266
万张，占比75%；电子社保卡签发覆
盖78%的常住人口。

不仅功能强大，社保卡的办理也
越来越便捷。据介绍，芜湖拓展线上
服务，已实现新生儿办卡“零跑动申
请”，极大地方便了监护人。现在，只
需打开“芜湖人社”微信公众号，点击
下方的“社保卡”条块，选择“社保卡
申领”，在跳转页面中即可看到“新生
儿快速申领”通道，只需线上填写，等
待网点制卡后即可领取激活。

据统计，该功能上线一个月以
来共办理52张新生儿社保卡。信
息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在材料
提交上做“减法”，在办事效率上做

“加法”，给群众带来更多便利。
同时，我市还推进“自助办”，实

现“零等待办理”。利用合作银行提
供的便携式制卡设备，在政务服务大
厅开辟“自助制卡区”，即办即用。目
前，市级人社大厅、弋江区、鸠江区、
南陵县政务服务中心均设有自助制
卡区。据统计，仅市级人社服务大厅
月均能制卡约50张，满足了办事群
众的即时用卡需求，有效提升人社业
务协同，推动“一件事一次办”进程。

记者程茜

本报讯 一蔬一果总关情，小小
“菜篮子”里面装着“大民生”。12月
25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我
市蔬菜生产供应充足稳定，今年前三
季度全市蔬菜累计播种面积74.8万
亩，同比增长3.0%，累计产量122万
吨，同比增长3.4%。

蔬菜产量增了，供应怎么样？市
农业农村局建立了全市“菜篮子”生
产供应应急预案，成立蔬菜产品保障
工作组，在市场发生蔬菜供应不足时
及时启动预案，加强蔬菜调度，保障
本地蔬菜供应稳定。面对近期的冰
冻雨雪天气，市农业农村局发布低温
雨雪冰冻灾害防范技术指南，组织技
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蔬菜种植
户做好防灾减灾工作，同时落实蔬菜
自然灾害政策，为广大种植户提供了
保障。

蔬菜供应不仅要充足，还要优质
丰富。记者了解到，根据《芜湖市农业
农村现代化“十四五”规划》，芜湖市将
打造四个蔬菜生产加工产业集群区，
分别是优质绿色水生蔬菜生产加工产
业集群区（无为市、南陵县），绿色标准
化生产加工产业集群区（鸠江区）、优
质绿色蔬菜生产加工产业集群区（湾
沚区、繁昌区、三山经开区）和优质绿
色食用菌生产加工产业集群区（南陵
县、湾沚区）等蔬菜生产基地。目前我
市蔬菜标准化生产水平不断提升，全
市已创建市级蔬菜标准园20家，省级
以上蔬菜标准化示范区9个，培育绿
色食品蔬菜98个、有机农产品蔬菜27
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蔬菜7个，5
个蔬菜品牌入选皖美农品，10个蔬菜
品牌入选芜湖市农业品牌目录。同
时，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加大蔬菜质量

安全监管和检测力度，聚焦韭菜、豇
豆、芹菜等重点品种开展“治违禁控药
残促提升”三年行动，打击蔬菜农残超
标和使用禁用农药等问题，确保蔬菜
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蔬菜量足质优，能不能吃得更方
便？目前，我市构建了以批发市场为
龙头，农贸市场为中心，中小型超市便
利店为依托，电商销售平台为补充的
蔬菜产销网络。支持蔬菜生产主体开
展“净菜上市”，在田间地头建设清洗、
分拣、包装车间，发展酱菜、冻干蔬菜、
烘干蔬菜等蔬菜初加工，提升蔬菜附
加值，全市累计建设冷库317座，库容
可达9.7万立方米。除了供应本地外，
还建设长三角绿色生产加工供应基地
（蔬菜）12个，供肥蔬菜基地11个，蔬
菜产品畅销省内外。

记者顾娅

不得开展文化学科培训 我市社保卡
持卡人数达355万

新生儿办卡新生儿办卡““零跑动申请零跑动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