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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6时不到，孙

志宝、陈素英夫妻俩随

便对付了一口早饭，便

开始了“等待戈多”的

一天……他们的“铺

面”在省城五里墩立交

桥下，“摊子”就是自己

的面包车，车顶竖起写

有“专业防水”的硬纸

板，就是他们的广告。

星报讯（王丹 程亚 王晓倩 记者

雷强） 记者昨日从淮北市人社局获

悉，在该市刚刚结束为期两个月的社会

保险专项稽核活动中，共有136个单位

因为违规漏报瞒报社保缴费基数人数

而被责令整改。

据了解，5月20日起，淮北市组织

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社会保险专项稽

核。稽核内容为参保单位是否办理社

会保险登记，是否依法参加各项社会保

险以及参保单位申报的缴费人数是否

与单位的职工人数、参保人数相符，是

否按国家政策规定申报缴费基数等。

社会保险稽核采取书面稽核、实地稽核

和举报稽核等方式进行。

为确保稽核成效，淮北市

社保征缴中心与劳动保障监

察、审计、税务等部门进行联

合稽查。

专项稽查中，据统计，共

发现136家单位存在瞒报漏报险种、人

数、基数等违规现象。根据稽核中发现

的问题，该市社保征缴中心已责成有关

单位立即予以改正。

淮北136家单位社保违规被整改

一辆面包车就是他们的“家”

7月15日晚，记者在五里墩立交桥下寻觅

“补漏人”身影，与孙志宝、陈素英夫妻俩相识。

孙志宝，一位外貌老于80后的80后，今年

33岁。在亳州老家，他10岁的孩子跟着爷爷

奶奶生活。

一辆破面包车，后座被拆掉，放上个架子，

上面睡人，下面堆东西……这就是记者对他们

这个“家”的第一印象。

“家”在夏天极其闷热，没有水、没有电，酷

热难耐。支起小铁锅，炒上一个菜，煮点稀饭，

这就是奔波一整天后的晚饭。

相识之夜，短暂的交谈后，孙志宝同意记

者走进他们的生活中……

有时连续几天都接不到一桩活

7月16日，6时不到，孙志宝、陈素英买了

几个包子，吃完早餐，便开始动手将“摊子”摆

好，等待客人。这一等，就是4个多小时。

10时许，孙志宝手机响起“久违”的铃声。

“陌生号码，来活了！”孙志宝显得异常兴

奋，接了电话后就开车走了，但没过多久便回

来了，“不是房顶漏水，是楼上的空调漏水。”

该吃午饭了，妻子从车里拿出一桶方便

面，一大瓶水，递给孙志宝，“3天都没什么活，

只能省着点。”吃过午饭，男人们在桥下打牌。

下午3时40分，孙志宝的手机响了，老主

顾秦奶奶说想要再修一下平房的屋顶。孙志

宝扔下牌，急忙开车与妻子一道走了。

生活虽然不易，但仍微笑面对

秦奶奶，家住合肥老旧小区，屋顶漏水是

常事，每次都会喊来孙志宝。

30分钟后，孙志宝和妻子赶到，熟练地将

大铁锅、沥青等工具搬出来。孙志宝把梯子搭

好，麻利地爬上屋顶，妻子在下面生火熬沥青。

铁锅旁边的温度很高，像蒸笼一样，妻子

虽然汗流浃背，可脸上却一直微笑着。孙志宝

补得很仔细，缝隙不大，却补了近一个小时。

结账时，孙志宝和妻子只收了秦奶奶30元

汽油费，“老人也不容易，不忍心多收钱。”

说完，夫妻俩把东西收到面包车里，清扫

了一下，开车离开。

星级记者 俞宝强/文 程兆/图

女儿持刀逼母亲答应复读
星报讯（齐雷 李路 巩彬 记者 杨文

艺） 7月21日中午，阜阳解放路派出所接报

警：“我家在郭家胡同，姐姐拿刀砍了母亲！”

值班民警立即赶到现场，经了解，报警人

的姐姐曹花（化名）今年高考分数刚达到二

本，想再复习一年，但母亲希望她不要再复习

了，双方发生争执。小花拿起菜刀逼母亲答

应她复习一年，母亲见状躲进了卫生间。

民警稳住小花后，将其手中菜刀夺下，经

过一个小时的耐心劝说，小花认识到了自己

的错误，向母亲道了歉。

安庆“城市一卡通”8月发行
星报讯（记者 王汝华） 记者近日从人

行安庆中心支行获悉，安庆“城市一卡通”将

于8月初发行，目前安庆市“一卡通”前期准

备工作基本完成。

据了解，即将发行的安庆“城市一卡通”

可以在电信、自来水、煤气、电力、有线电视

等各个服务网点、代办点或营业场所实现刷

卡交费；可以在传统消费领域进行金融支付，

也可以在小超市、便利店、药房、快餐店、菜

市场、停车场、加油站、旅游景点实行闪付。

凡人，平凡简单，平凡到随处可

见，简单到一目了然。但就是这一庞

大的群体，背后都有着一个个感人至

深的故事，都有过一次次让人备感温

暖的善举。他们的这一点微不足道，

正是时代所需，是“正能量”在民间的

生动实践。从这点出发，星报今日起

推出“凡人坊”栏目，立足百姓生活，通

过挖掘我们身边的“小爱”，引导大众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以塑造良好

的社会风气。

城市补漏人：“家”在面包车上流动

星报讯（记者 张发平） 进入电子

商务时代，如何从琳琅满目的地方特产

中挖掘出城市“味道名片”？7月24日，

在马鞍山市政府举办的电子商务专题

培训班上，淘宝中国特色安徽馆“味道

安徽·寻味之旅”有关专家和导师，对该

市“味道名片”进行了“把脉”。

采石茶干、太白酒、大平油脂、黄池

小菜、和县蔬菜、青花瓷……提起马鞍

山地方名特优新农产品，该市几乎每个

市民都能说出一二。然而，能够代表马

鞍山特色的“味道名片”是什么？这一

点却很少有人能够概括出来。

那么，如何挖掘马鞍山地方特色的

名优产品？淘宝特色中国安徽馆负责

人、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安徽商之

都电子商务经理刘家杰认为，首先要结

合地方人文历史文化底蕴，抓紧挖掘出

马鞍山特色的名特优产品或者旅游资

源，做到这个产品的知名度在某个消费

人群内能够代表甚至超过马鞍山的知

名度。

另外，刘家杰建议，马鞍山可面向

南京开发特色旅游资源，以旅游带动地

方特产，以特产促进旅游。同时，政府

相关部门可以出台激励政策，扶持和培

育本地网店，建立电子商务孵化园。

“味道安徽·寻味之旅”走进马鞍山

开栏语：

一碗方便面就是午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