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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祝亮） 记者从合肥市人社局获悉，为

进一步加强合肥市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工作，该局对合

肥市公益性岗位有关问题作出新规定。根据新规，合肥

市公益性岗位是指各类用人单位开发并经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认定，用于安置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岗位。

七类人员纳入安置范围
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困难

人员指因身体状况、技能水平、家庭因素、失去土地等

原因难以实现就业，以及连续失业一定时间仍未就业

的人员。主要包括：

一是零就业家庭成员：城镇居民家庭中法定劳动年

龄内的成员均处于失业状况、且登记失业6个月以上就

业确有困难的人员；二是大龄就业困难人员：距退休年

龄不足5年、且登记失业9个月以上就业确有困难的人

员；三是长期失业人员：登记失业12个月以上就业确有

困难的人员；四是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或边缘家庭的失业

人员：正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且连续享受6个月以上或

者目前不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但以往24个月内累计享受

过最低生活保障9个月以上的家庭，且登记失业9个月

以上就业确有困难的人员；五是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或边

缘家庭的失地失林人员：正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且连续

享受6个月以上或者目前不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但以往

24个月内累计享受过最低生活保障9个月以上的承包

土地（林地）被征用家庭，土地（林地）被征用后人均不足

0.3亩且登记失业6个月以上就业确有困难的人员；六

是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或边缘家庭的残疾人：正在享受最

低生活保障且连续享受6个月以上或者目前不享受最

低生活保障但以往24个月内累计享受过最低生活保障

9个月以上家庭的残疾人，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人证、残疾等级被评定为4级且登记失业6个月以

上就业确有困难的人员；七是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或边缘

家庭的高校毕业生：正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且连续享受

6个月以上或者目前不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但以往24个

月内累计享受过最低生活保障9个月以上家庭的高校

毕业生，且登记失业6个月以上就业确有困难的人员。

公益性岗位可享受两项补贴政策
根据新规，公益性岗位的开发按照公开征集、单

位申请、核定确认、公开发布的程序进行。公益性岗位

聘任就业困难人员按照公布信息、个人申请、供需对

接、用工备案的程序进行。各县（市）、区（开发区）人

社部门需定期举办公益性岗位供需对接会，搭建用人

单位和就业困难人员对接平台，建立公益性岗位安置

对象排序机制，优先安排符合岗位条件的零就业家庭

成员和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人员上岗。

公益性岗位的劳动报酬每月不低于全市最低工

资标准（现行标准为1550元/月）。公益性岗位用人单

位应本着“谁用人、谁参保、谁负责”的原则，严格遵守

国家有关劳动保障政策法规的规定，为安置对象参加

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四项社会保险。

此外，合肥市公益性岗位还将享受两项补贴政

策：一是岗位补贴。按照每人每月 300 元的标准分别

给予用人单位和安置对象岗位补贴；二是社会保险补

贴。按照用人单位为公益性岗位人员实际缴纳的基本

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

费等给予补贴，不包括公益性岗位人员个人应缴纳的

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公

益性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期限不超过 3 年，距退

休年龄不足5年的可延长至退休。

星报讯（张薇 记者 马冰璐） 昨日，记

者获悉，安医大一附院高新院区手足显微外

科接诊了一位不慎被机器截断大拇指的患

者，经过7个小时的手术，成功取其脚趾移植

到断指上。

41 岁的王先生是铜陵的一名机修工。3

月 8 日，王先生在工作时不慎被机器截断了

右手大拇指。事故发生后，王先生辗转求医，

却都没有得到满意的断指再造方案。4月10

日，王先生来到安医大一附院高新院区，手足

显微外科主任周洪翔团队经过分析讨论，决

定从王先生的左脚大脚趾上取指甲和皮瓣、

从第二脚趾上取骨骼和肌腱，进行组合再造，

移植到右手大拇指上。4月28日，在手术室、

麻醉科的密切配合下，经过7个小时的手术，

王先生的脚趾成功“搬家”到了手指上。

周洪翔解释说，人的行走主要是靠脚的

第一跖骨、第五跖骨和足跟，因此取足趾第二

趾的骨骼肌腱不会影响到王先生走路。目

前，王先生恢复的很好，近日就可以出院回

家。再经过一个半月左右的康复训练，再造

的大拇指就可以正常自如的活动，王先生也

可以继续回到工作岗位上。

星报讯（孙鸿 记者 吴传贤）淮南市民政局、市扶

贫办近日联合印发《社会救助兜底脱贫行动实施方

案》，按照“明方向、强保障、兜准底、聚合力”的工作原

则，开展社会救助兜底脱贫行动，依据序时进度安排，

做好监测摸底、比对排查，政策落实，确保贫困人口应

保尽保、应补尽补、应救尽救。

《方案》要求，相关县区人民政府强化领导责任，

落实社会救助属地管理责任，加强对工作的组织领

导。加强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工作协调机制作用，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做好专项救

助。深化作风建设，持续深化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巩

固前期治理成果，着力完善制度机制，严肃查处涉及

救助的各类问题，为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提供坚强纪律

保证。

目前，淮南市农村低保户中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占

比 59.89%，同比上升 4.63 个百分点。今年 3 月份，市

民政局致函市扶贫办提取了我市4046名未脱贫建档

立卡扶贫户信息，经比对，淮南市4046名未脱贫建档

立卡贫困户中有 2485 人已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

人员供养保障范围，其年保障标准和实际补差水平远

远高于扶贫标准，“两不愁”得到充分保障。

现下，相关县区、乡镇民政部门正对剩余1561名

未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人

员开展逐户排查，摸清生活状况、分类给予救助。

淮南开展社会救助兜底脱贫行动

星报讯（记者 汪婷婷/文 马启兵/图） 日前，记

者从合肥市文物管理处获悉，卫立煌故居陈列馆将于

下周一(5 月 18 日)起正式对外开放。此外，其周边的

宋世科住宅和吴大楼也将分别于6月、7月对外开放。

据介绍，卫立煌故居地处南淝河岸边的淝河镇卫

乡村，建于19世纪末，是抗日名将卫立煌出生成长的

地方，具有近代合肥地方乡土建筑的典型特征。1960

年的一场大火使得这一建筑群基本付之一炬，又在文

革期间使本来摇摇欲坠的残构彻底毁坏，仅剩中路门

屋和院内一口古井。修复后的卫立煌故居基本恢复

原貌，坐北朝南，三路三进院落，由门屋、厅堂、厢屋、

大楼等组成。今年4月，卫立煌故居区域周边环境改

造完成，并将于5月18日之后正式对外开放。

卫立煌故居、宋世科住宅和吴氏炮楼，之间相距不

足500米，由不同风格的单体砖木和砖混结构建筑组

成了一组极具特点的建筑群，既有传统建筑样式，又有

合肥当地民居特色。届时，广大游客可免费参观陈列

馆，游览前需出示安康码，并测量体温。

合肥卫立煌故居陈列馆下周起正式开放

星报讯（方健叶蕾记者叶佳超）今年以来，宁国

市以全国县级文明城市创建决战决胜和国家卫生城市

复审为主抓手，依托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

明家庭和文明校园“五大创建”，通过开展“五个一”活

动，在精神文明创建中深入推进爱国卫生运动。

通过“学习强国”平台、“乡村大喇叭”、志愿者入

户发放宣传单、卡点值守宣讲等方式，深入开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理论宣讲志愿服务活动，向市民科普疫

情防控知识及健康卫生知识；为引导市民自觉革除

各种危害健康、污染环境的不良行为，宁国市在全市

上下进行文明健康知识宣传普及，营造讲文明、讲卫

生、防疾病良好的社会氛围；宁国市重点围绕老旧小

区、背街小巷、城中村、城乡接合部等薄弱环节，深度

开展城区卫生大扫除，深度开展村庄环境整治；从 5

月起，宁国市在全市各类餐饮服务单位、机关企事业

单位食堂、农村集体聚餐以及家庭聚餐等合餐场所，

逐步并全面推广使用公筷公勺，积极倡导健康、卫

生、文明的用餐方式；为关注市民心理健康，宁国市

面向社会招募专业心理咨询师，组建新时代文明实

践疫情防控心理援助志愿服务活动队，为医护人员、

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等一线工作人员减轻心理压

力、缓解情绪。

宁国市在精神文明创建中推进爱国卫生运动

昨日，合肥市铜陵路街道辖区蚌埠路第

四小学特教班开展了开学典礼，并迎来第三

十个全国助残日。学校为特教班 32 名特殊

儿童举行了欢迎仪式，还准备了复学小礼物，

为特殊儿童赠送了牛奶和医疗包等。开学仪

式上特教教师通过多媒体展示了疫情期间，特

殊儿童线上学习的画面，并对疫情期间线上教

学活动作了总结与反馈，特殊的学习时期准

备，为今天顺利复学创造了提供的条件。图

为开学现场。 □孙贵军 吴兰保 闻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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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传真

医生巧手“移花接木”
男子脚趾变手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