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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服务台搭到小区内，他
们把服务送到用户家中，他们用微
笑和真诚温暖合肥这座城，他们是
合肥热电集团“小鲍流动营业厅”的
员工们。

合肥热电集团“小鲍流动营业
厅”成立于2009年 11月，共有成
员53人，其中女性成员34人。

“小鲍流动营业厅”机构设在营
销公司，立足于合肥热电集团营业
大厅，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将
营业大厅的服务扩大并延伸，送到
热用户的家门口。“小鲍流动营业
厅”是以热电集团服务明星、营业大
厅值班长鲍瑾同志命名的，并由她
负责管理。

几年来，“小鲍流动营业厅”以
良好的服务态度和服务技能赢得了
用户的一致好评和赞誉，使“小鲍流
动营业厅”这个品牌深深扎根用户
心中。

“小鲍流动营业厅”是一支能吃

苦不怕累敢打硬仗的队伍，是一支

团结友爱乐于奉献的队伍。

“虽然每天上班时间是朝九晚

五，但每天晚上都要到八九点钟才

能结束。”张莹莹告诉笔者，目前，正

是供暖的高峰期，前来办理业务的

用户特别多，下班之后，大家还要对

一天的工作进行梳理，对用户进行

回访。

张莹莹表示，热电集团采取的

是首问负责制，顾客前来办理业务

和咨询，不管是不是职责范围的事，

作为首问人都不能把用户推到其他

部门去，而要内部互相对接、协调，

然后给用户回复和解决。

张莹莹说，合肥有50多个供暖

供冷小区，“小鲍流动营业厅”一年

至少要进4次小区，尤其九月份和

十月份供暖启动前期，进小区的时

候，大家更是辛苦，连一口水都不敢

喝，原因是怕上厕所。因为服务台

搭在小区门口，厕所很远，上厕所很

耽误时间。

用张莹莹的话说，虽然大家干

的都是普通工作，但心里时刻想的

都是千家万户的冷暖。

怕耽误时间
水都不敢喝

“你好！请问您要办理什么业务？”走

进位于永红路上的合肥热电营业大厅，首

先迎来的是一张笑脸和一声亲切的问候。

大厅设有收费窗口、咨询窗口和志愿

者服务台，每个窗口和服务台前都排满了

人。大厅内虽然人很多，但井然有序，听不

到一点嘈杂声。面对用户的重复询问，工

作人员们总是一丝不苟，耐心解释，直到用

户明白满意。

费安琪是大厅收费窗口的一名工作人

员，一天她遇到一对聋哑用户前来办理业

务，面对她的微笑询问，该用户用手势回应

着，双方只能用笔和纸来交流。一字一句

地写，写一遍他们不能理解，两遍、三遍，费

安琪不厌其烦地在纸上写着。

无声胜有声，费安琪贴心热情周到的

服务得到了用户的称赞。费安琪说，办理

该项业务整整交流了半小时，最后这对聋

哑人竖起大拇指，并在纸上写着“你的服务

太好，真是太感谢了”。

合肥热电营销公司经理张莹莹说，由

于今年是理顺价格的第一年，热电集团服

务人员对每位用户的咨询都认真、耐心地

解释，尤其遇到老人等特殊用户时，有时需

要解释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一天下来

大家的嗓子都是沙哑的。

一张笑脸
一声亲切问候

服务千万家 温暖一座城

据12月9日《焦点访谈》报道 人

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

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

呻吟、无魂的躯壳。中央文艺工作座谈

会之后，安徽省组织了千名文艺工作者

深入基层采风体验，让文艺工作者沉下

去、让作品质量长出来。

在蚌埠市怀远县镇南村的一户人

家，前来采风的舞蹈家邓晓焰和村民热

热闹闹地跳起了花鼓灯。作为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花鼓灯在

淮河流域曾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

规规矩矩的学院派比起来，村里这70多

岁的老奶奶跳的可是另有一番味道。

邓晓焰所在的安徽省舞蹈协会正

在策划一个新剧目，要展现花鼓灯的发

展历程。最近一个多月，他和创作团队

已经多次下到村里，一是体验民间艺人

们表演花鼓灯的原始风格，另外也要了

解第一手的细节故事，丰富素材。

不仅仅是舞蹈家们，从11月初，安

徽省千名文艺家下基层采风活动拉开

序幕以来，来自文学创作、音乐、摄影、

美术等各领域的艺术家们都纷纷深入

基层，体验生活。安徽省委常委，宣传

部长曹征海表示：“到现在为止，安徽已

经下去1300多人，组织了20多个小分

队，每个小分队20多个人下到基层去。”

在田间地头、在工厂矿区，鲜活的

一手资料给了艺术家们不同的创作灵

感。作家潘小平正在创作一部反映淮

河流域农民生活变化的电视剧本，这已

经是一个多月来她第5次来蚌埠农村采

风了。潘小平说，过去的不少剧本往往

都是编剧在宾馆里写出来的。这样的

作品可能矛盾冲突也很激烈，也很吸引

人眼球，但离真实生活却有些远。而真

正深入基层后写出来的东西才能引起

更大的共鸣。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

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

根人民、扎根生活。文艺工作者要想有

成就，就必须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

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据了解，安徽省

文联及各文艺家协会在此次活动结束

后，还将把经常性采风与长期驻点、定

期挂职结合起来，让深入群众、扎根基

层形成机制、成为常态。

文艺工作者沉下去，作品质量长出来

技术工艺落后，过度加工

我省每年粮损超6亿斤
星报讯（记者 董艳芬） 你知道安徽

的粮食年产量是多少吗？答案是650多

亿斤。不过，粮油加工过程中的浪费也很

惊人。市场星报记者昨日从省粮食局了

解到，我省的粮食在干燥、储藏、运输、加

工等环节存在着设施设备缺乏、技术工艺

落后以及过度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率

低等问题。据测算，因过度加工，每年损

失粮食6亿斤以上。省粮食局日前已发

布《关于促进粮油加工业节粮减损》的通

知，将从淘汰落后设备、发展粮油深加工、

开展综合利用等方面开展节粮工作。

驾车狭路相逢互不避让
男子将人打成十级伤残

星报讯（李仁龙 记者 李世宏） 寿县一

男子因狭路会车引发纠纷，竟将人打成十级

伤残。昨日，此案在当地法院开庭审理。

2014年10月许，寿县安丰镇男子余

某驾车回家的路上，行至村口时与同村驾

驶的李某相遇，道路狭窄，两人均要求对

方倒车避让，结果引发纠纷。余某对李某

大打出手，致其头部受伤。李某伤情经鉴

定为十级伤残。

余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了殴打他人的

事实，并与李某达成和解赔偿协议。

中央媒体看安徽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焦点访谈》
关注我省千名艺术家下基层采风活动

12月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及《焦点访谈》两档节目分别突出报道了我省千名艺术家深入基层采风活动，其中，
《新闻联播》以单条形式对艺术家下基层采风活动进行了简要报道，随后的《焦点访谈》则以“接地气 找灵感”为题对活动进行
了详细报道，对我省这一创新举措给予了高度肯定。 星报综合

据12月9日《新闻联播》报道 安

徽省日前启动“我们的沃土我们的梦”

千名艺术家下基层采风活动。

在安徽莲云乡的综合文化站，农民

戏曲爱好者正在排练黄梅戏。在一旁

观看的艺术家们忍不住参与到演出中，

和他们互动交流并提供建议和指导。

这次采风活动共有1300多名艺术

家走进田间地头、工矿厂区，为当地带

来徽剧、黄梅戏等多种戏剧的精彩表

演，与群众进行面对面的文化交流，收

获创作灵感和素材。

安徽启动千名艺术家下基层采风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