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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遗失失
遗失王华磊（身份证

号 ：

34110319740213581X）

保 安 证 ，证 件 编 号 ：

112017003780，声 明 作

废。

遗失袁惠丰（身份证

号 ：

342301197203100656）保

安 证 ，证 件 编 号 ：

112016000758，声 明 作

废。

遗失周业涛（身份证

号 ：

342301197104085817）保

安 证 ，证 件 编 号 ：

112020001785，声 明 作

废。

遗 失 张 圣（身 份 证

号 ：

341102198411300010）保

安 证 ，证 件 编 号 ：

112013000110，声 明 作

废。

遗失王仁燕（身份证

号 ：

341125198808160401）
《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 ：3411250014049446，

声明作废。

遗失陈守忠（身份证

号 ：

341122196807210632）
《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 ：3411220011009338，

声明作废。

遗失滁州市南谯区

乌衣镇财政所银行预留

法人印鉴章（李景海印）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李语诺《出生医

学证明》，出生日期：2018
年 4月 11日，性别：女，编

号 ：S340192397，声 明 作

废。

本报讯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近日，凤阳县人社局为促

进失业人员再就业，积极采取各种方式。

政策宣传。采取进乡镇、进社区、进企业等场所发放宣

传册、张贴宣传单、悬挂横幅等方式加强宣传；同时依托凤阳

县政府官网和多媒体平台发布就业相关政策和企业用工信

息，扩大群众知晓度，让群众及时了解并享受就业政策。

摸底排查。积极组织基层就业平台人员对本辖区内失

业人员开展摸底排查，有的放矢进行精准帮扶。同时及时了

解企业用工需求，建立就业岗位供求清单，失业人员与企业

实现有效对接，促进失业人员就业。

岗位安置。积极开发公益岗位，促进失业人员稳定就

业，截至目前凤阳县已累计安置就业困难人员 1000 余人，实

现就地就近就业。

开展培训。积极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岗前技能提升培训

和创业培训，将培训工作与企业用工需求结合起来，以企业

用工需求为导向，实施针对性和实用性技能培训，帮助失业

人员实现就业。

资金支持。鼓励失业人员自主创业，凤阳县人社局为其

提供为期 2 年、最高 5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极大带动了有

创业意愿人员的积极性，帮助其实现就业。 （梁 丹）

凤阳县人社局多举措实现失业人员再就业

本报讯 近年来，滁州市不断健全完善社会救助管理机

制，协同推进长三角区域基本民生兜底保障一体化，有效发

挥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功能，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制度

健全、政策衔接、兜底有力的社会救助体系。

兜底保障纾民困。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的实施办法》，建立低保家庭困难状况评估指标体系，改进

低保对象认定办法，健全低保对象动态调整机制，完善社会

救助资金发放制度；积极发展“互联网+”服务，全面实现社

会救助工作网上审批。截至 10 月底，有效保障城乡低保对

象 7.93 万户 13.27 万人，发放低保金 6.11 亿元。

临时救助办民急。进一步细化明确急难型困难家庭、

支出型困难家庭范围和类别，优化简化审核审批程序，积极

开展“先行救助”，健全完善乡镇（街道）临时救助备用金制

度（不低于 6 万元），合理提高审批额度；完善市县乡村四级

救助服务网络，健全监测预警和处置机制，依托“12345”政

务服务便民热线转办受理群众救助诉求，在乡镇（街道）政

务大厅设立社会救助申请受理窗口，安排专人负责业务办

理和申请协助。截至 10 月底，全市累计临时救助各类困难

群众 8727 人次，发放救助金 1316.7 万元。

特困供养惠民生。全面建立特困供养人员标准动态调

整机制，提高全市农村、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自理、

半护理和全护理人员照料护理标准分别不低于基本生活标

准的 10%、15%和 20%；开展特困供养人员购买服务，为 2.36

万名特困人员购买住院护理保险约 632 万元；加强农村特

困供养服务机构建后管养，推动提高服务管理水平，全市失

能、半失能集中供养率达 55.2%。截至 10 月底，全市发放特

困救助供养金 1.83 亿元。

社会力量解民忧。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工作，

全市 40 余家慈善组织、社会工作机构累计开展各类助力乡

村振兴活动 130 余场（次），惠及 5700 余人；鼓励社会组织发

挥自身优势，为困难群体提供公益服务 380 余次；持续开展

“心动亭城”专项医疗救助行动，共救治 46 名心脏病患者；

开展“情满江淮 共享小康”社会救助品牌活动，为 1031 名特

殊困难群众提供各类纾困解难服务，支出资金约 58 万元，

推 动 社 会 救 助 逐 渐 由 物 质 保 障 向“ 物 质 +服 务 ”转 变 。

（汪立民）

滁州市社会救助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 近年来，全椒县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和智慧养老

民生工程建设，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截至目

前，总投资 1300 万元完成全县各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5 个

镇级敬老院公建民营、6 个社区养老服务站及 30 个村级养老

服务站建设。

项目建设以来，全椒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并

在县政府月、周例会上不定期听取项目进展汇报，分管县领

导多次至项目现场指导查看工程进度及质量，县民政局紧盯

项目进度，严格按照县财政局民生办的要求，督促项目进展，

落实项目进度。

为确保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县政府为

全椒县养老服务指导中心解决养老用房约 800 平方米，拨付

280 万元资金对县养老服务指导中心进行改造和智慧平台建

设。现在的县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是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社

会组织孵化、养老服务需求评估和信息管理、全县养老服务

机构服务质量监管以及养老服务成果展示等四大功能为一

体的智能化养老服务指导中心。

同时，通过整合社区养老服务及医疗护理资源，打造出

一个对老年群体实施养老服务、医疗康复，健康管理、医疗救

治的“全椒模式”。充分体现了政府兜底、城乡统筹发展、市

场主体参与、养老事业和康养产业协同发展的新业态，为改

善民生、解决全椒县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打下坚实基础。

（侯 芳）

全椒县养老服务和智慧养老民生工程成效凸显

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发表的一篇人类学论文称，研究

团队根据 21 个太平洋岛屿人群的 430 名当代人类的基因

组，推断了波利尼西亚人的定居时间和航行路线，同时揭示

了这些曾“漂洋过海”的遗传关联。

波利尼西亚的各个岛屿分散在占地球 1/3 面积的一片

浩瀚海面上。人类在这片广阔地区的定居是人类迁徙史上

的一大奇迹，但人类在波利尼西亚各岛屿的定居时间和顺

序一直存在争议。

此次，包括墨西哥国立理工学院科研与高级研究中心

科学家在内的研究团队，使用一个包括 430 名现今人类样

本的数据集，来揭示这些广袤而分散的太平洋岛屿背后的

详细遗传学历史。历史学家和波利尼西亚口头传统证明了

规模在 30 人至 200 人的家庭群体，曾乘坐双壳独木舟穿越

几千公里的大洋，前往一个个新的波利尼西亚岛屿定居。

而此次这些基因组分析显示，整个迁徙始于萨摩亚，首先在

公元 9 世纪扩散至拉罗汤加岛（库克群岛）；公元 11 世纪扩

散至名为社会群岛的岛屿；公元 12 世纪抵达南方群岛西部

和“Tuāmotu”群岛；最后抵达日后因巨石像而闻名的一些

岛屿：北边的马克萨斯群岛、南边的赖瓦瓦埃岛，以及波利

尼西亚岛最东边的复活节岛，并在公元 1200 年前后通过芒

阿雷瓦群岛完成了定居。

这则新证据显示，有史前巨石像遗存的几个分散岛屿

之间虽然隔着数千英里的大洋，但却存在着遗传关联。

（来源：科技日报）

人类基因组也曾“漂洋过海”

杜牧是晚唐一位著名诗人，他的诗《山行》是一首描写

和赞美深秋山林景色的小诗。首句“远上寒山石径斜”，写

一条石头小路蜿蜒曲折地伸向充满秋意的山峦，目光由近

及远，逐步引向山峦的深处。山路的顶端是白云缭绕的地

方。于是引出了“白云生处有人家”这一句，因为有人家的

出现，寒山便蕴含着生气，白云缭绕也不显得虚无缥缈。“寒

山”“白云”“石径”“人家”都是诗人山行时所看到的远处的

景物，这些已经构成了相当美丽的画面了。然而这仅仅是

一个铺垫，夕照枫林的晚景才是真正的美景，它实在太迷人

了，诗人流连忘返，就有了“停车坐爱枫林晚”的举动。夕照

枫林的晚景到底美在那里？傲霜的枫叶昭示着什么？诗人

的感情有了升华，于是“霜叶红于二月花”就跃然纸上，这是

全诗的中心句。前三句的描写都是在为这句铺垫和烘托。

霜叶之红则是春花所不能比拟的，不仅仅是色彩更鲜艳，而

且更能耐寒，经得起风霜考验。

枫叶变红的确是它抗霜雪的一个措施。植物都长有

叶子，这些叶子是植物制造养料的器官，叶子大都呈绿色，

这是因为绿色植物叶肉里有一颗颗绿色的小粒，人们称它

为叶绿体。叶绿体内含有叶绿素、叶黄素、胡萝卜素等色

素。在阳光照射下，叶绿素能利用水和二氧化碳制造养料，

使植物生长。春夏季节，植物生长旺盛，叶绿素占优势，遮

盖了叶黄素和花青素的颜色，色素对阳光中的红、橙、黄、

绿、青、蓝、紫七种颜色的吸收是有选择的。说来也怪，叶绿

素对红光和蓝光吸收较多，而对绿光却不吸收，还要把它反

射出来。因此，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植物叶子，在一般情况下

是呈绿色的。

当秋天来临时，秋风带来了一阵阵寒气，叶子里面的叶

绿素抵挡不住低温的影响，开始变得呆滞起来。新的叶绿

素很难形成，原有的叶绿素逐渐又被破坏，而胡萝卜素和叶

黄素则比较稳定，它们在叶绿素很快消失的时候，终于“重

见天日”，相比之下，绿色减退，黄色加浓，大部分植物的绿

色衣衫换成了黄色。这就是秋天的叶子变黄的原因。有些

树叶如枫树的叶子，一到了秋季就变成了红色。为什么又

变成了红色呢？原来，这是它们在巧妙地做过冬准备。当

冬天到来之前，这些植物为了御寒，将体内一些复杂的有机

物转化成糖分。在植物的叶子中储藏有光合作用产生的淀

粉，淀粉只有转化成葡萄糖，才能输送到植物的各部分去。

但是到了深秋季节，天气变冷，叶子在白天制造的淀粉由于

输送作用的减弱，到了晚上也不能完全变为葡萄糖运出叶

子，同时叶子内的水分也逐渐减少，于是葡萄糖就留在叶子

里，浓度越来越高。而葡萄糖的增多和秋天低温有利于花

青素的形成。所以，花青素含量逐渐增多而叶绿素含量逐

渐降低。花青素是一种不稳定的有机物，本身没有颜色，当

它遇到酸性物质时变成红色，遇到碱性物质时会变成蓝

色。这样，花青素在酸性的叶肉细胞中就变成了红色，所以

树叶就变成了鲜红色。细胞液里的糖分增加后，细胞间隙

里的溶液就不易结冰，这就增加了植物的抗寒能力。

树叶中的这种变化，正是大自然变化规律的体现，植物

在寒冬即将到来前的保护性反应，是生命力顽强的体现。

霜叶之红是经受寒风霜雪的洗礼，这是春花所不能比拟

的。“霜叶红于二月花”不仅是对霜打红叶的赞美 ，也是对

大自然内在规律的叹服。 （来源：科普时报）

为何霜叶红于二月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