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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平山镇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咬定
年度目标任务，迅速谋划推进思
路，积极跟进落实措施，层层压实
工作责任，收官之年的脱贫攻坚工
作实现了“快起步、好开局”。

该镇及时对接县直帮扶单
位，根据工作需要和岗位变动调
整县、镇、村三级帮扶责任人。继
续推行“帮扶指导员 1+1”、“村聘
用、镇补助”模式，投入24万元专
项资金为全镇12个村（社区）各选

配一名后备干部作为扶贫助理，
充实扶贫力量。在疫情防控特殊
时期，及时转变工作方式，灵活机
动开展帮扶，结合单元长、联防长
包保机制，组织帮扶责任人、驻村
工作队、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专
干通过电话、短信、微信、QQ等方
式积极对接贫困户，为每户贫困
户精准制定2020年“一户一方案、
一人一措施”帮扶计划并录入系
统，户均制定帮扶措施9.03条。

（通讯员 张文涛）

平山镇：有序推进精准帮扶

怀宁县紧盯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不
放松，多元发展扶贫产业，多种渠道拓
展就业，多方发力拉动扶贫消费，切实
帮助贫困群众拓宽增收渠道，助力脱
贫攻坚提质增效。

多元发展扶贫产业

连日来，在石镜乡石镜社区圆桥
蓝莓种植基地，十几名村民正在村干
的指导下，将新开荒出来的50亩山场
种上蓝莓苗。石镜社区山场资源丰
富，但在此之前大多闲置荒废，杂草丛
生。从去年开始，社区从村民手上流
转山场80亩，分两期发展蓝莓种植，一
期已种植30亩。据石镜社区负责人介
绍，村民的增收渠道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租金，流转的山地每亩每年有40
元；二是工资，群众务工收入每天80
元；三是分红，取得效益后按比例给予
村民一定的分红。此外，蓝莓挂果上
市后，预计每年能为村集体经济收入
增加6万余元。

而在凉亭乡金鸡村大沙洲蔬菜基
地里，十几名贫困户正在基地里打宕、
施肥，栽种马铃薯。作为金鸡村村级
集体经济的重要一部分，该蔬菜基地
主要以种植萝卜、马铃薯、黄豆等常规
品种为主，在地里务工的也多为村里
贫困户。目前，该蔬菜基地已吸纳12
户贫困户在基地里进行合作种植。

茶岭镇继续以产业扶贫为重点，
打牢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基础，因地制

宜、因人因户因村施策，稳步推进产业
扶贫向纵深发展。对有劳动能力的扶
贫对象，通过产业扶贫政策，鼓励扶持
对象自我发展，自主选择适合本户发
展的产业项目，实现产业增收。对劳
动和生产经营能力缺乏的扶贫对象，
自身有发展产业意愿的，可委托种养
大户代养代管经营或采取资产收益型
模式。今年该镇发展产业共309户，其
中自主发展225户，合作发展84户。

该县进一步拓宽产业扶贫路径，
抢抓关键季节，加强帮扶服务，鼓励和
支持有条件的贫困户因地制宜发展

“短平快”项目。全县共有7358户贫困
户通过“四带一自”模式发展产业，产
业发展比例达75.77%，全县208家带
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部恢复生产。

多种渠道拓展就业

“这个不需要会缝纫，只要细心就
行，时间自由还不累，手脚快的话一天
能挣五六十块呢！”在洪铺镇就业扶贫
车间务工的贫困户陈凤云一边剪线头
一边说道。虽然受疫情影响，但订单
却没有减少太多，目前企业仍处于大
量用工期。洪铺镇搭建平台，帮助镇
内5名贫困群众在家门口找到合适的
工作，增加他们的收入，这也弥补了企
业的用工缺口。据了解类似洪铺镇这
样的扶贫车间怀宁县共有12家，共带
动61名贫困户就业。

疫情期间怀宁县着力克服疫情影

响，该县着力夯实就业扶贫基础，全面
摸排贫困劳动力务工需求，加强就业
服务，按照“四帮四促”要求，拓宽“六
个一批”工作路径，通过开展直运服
务、岗位开发、技能培训、政策扶持等
措施，千方百计解决贫困劳动力务工
难题。

黄龙镇通过开发公益性岗位，畅
通就业渠道，帮助农村贫困人口就
业。家住黄龙镇镇朝阳村的汪莲花，
因家庭独子丧失劳动能力，老伴身患
疑难杂症，2014年被列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鉴于汪莲花自身身体条件硬朗，
村两委为了鼓励她自主脱贫，3年前通
过设置公益性岗位，将她招聘过来，让
她成为一名保洁员，一个月能拿到八
九百元的工资。在该村，像汪莲花一
样，在家门口就业的贫困户就有13人。

截至目前，全面摸排出有意愿就
业务工的贫困劳动力13891人，已实现
务工就业13849人，占比99.7%，其中通
过开发公益性岗位、组织到县工业园
区务工和鼓励灵活就业等方式，积极
引导4262人在县内就业。

多方拉动消费扶贫

怀宁县深入开展消费扶贫活动，
充分发挥电商作用，大力推进“八进”

“四送”活动，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
通过线上平台，为贫困户、贫困村“带
货”，有效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

“新合村电商服务站1月至3月累

计销售黑木耳、山芋粉、土鸡等农副产
品54127元，下一步，服务站将注重两
品一标提升，开展商标注册和产品质
量标准化。”新合村驻村工作队副队长
冯书发对消费扶贫很有信心。此外，
该镇另一贫困村于山村的双口河家庭
农场滞销草莓迎来“大单”，该镇机关
干部自发购买草莓600斤。

为进一步提高消费扶贫带动力，
打造特色名片，江镇镇出台消费扶贫
实施方案，鼓励全民参与；培育14名农
民经纪人，组建了农村经纪人队伍；积
极发挥新媒体作用，利用抖音、微信公
众号做好消费扶贫宣传；培育壮大了
村级特色农产品，上线了于山黑木耳、
新合山芋粉、联山土鸡、新联黄牛肉、
梅林黑猪肉、余冲云雾茶等10余种特
色农产品；通过发力消费扶贫，打通产
销平台，增强产业发展信心，切实提高
群众收入。

据了解，该县加大政策性扶持和引
导，去年安徽九个挑夫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入驻怀宁，承接怀宁县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项目，150余个乡村电商网
点已完成升级建设；今年1月“徽味怀
宁”区域公共品牌正式发布。同时，怀宁
还以培育农业龙头企业为重点，大力推
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
发挥“龙头”作用，带动合作社、贫困户开
展订单式农业、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营
销，进一步完善企业与贫困户的利益联
结机制，实现了供销双方的双赢。

通讯员 张文涛 陈锐 李思琴

探索新渠道拓宽增收路
——怀宁发展扶贫新模式助力精准扶贫

本报讯 近日，安庆市政府
通报了2019年度全市民生工程组
织实施考核情况，怀宁县民生工
程工作获得全市县(市)区考核第
一名，至此，该县已连续两年获得
此项考核全市第一名。

2019年，该县紧紧围绕争先
进位目标，按照保基本、兜底线、
补短板、促发展的总体思路，合
理安排年度目标任务，全力推进
30项民生工程。该县强化保障，
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规

范性、安全性和效益性；稳步推
进补助、培训类项目，突出重点，
快速推进工程类项目建设，确保
各项民生工程早启动、早建设、
早见效。该县针对往年民生工
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薄弱环节
和痛点难点，找准不足，对标对
表，全面贯彻落实，补齐短板，圆
满完成各项年度目标任务，有力
地提升了广大人民群众幸福感、
获得感和安全感。

（通讯员 鲁厚杰）

怀宁民生工程工作再获全市第一

本报讯 “阶段性减免社保费政
策真是太给力了！受疫情影响，我们
企业2月份几乎没什么收入，给员工
发工资交社保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这次社保费减免政策真是给我们雪中
送炭，为我们共退费88704元。”龙
徽服饰（安庆）有限公司会计潘满喜
兴奋地说。

连日来，怀宁县税务部门全力做
好疫情期间减免和缓缴企业社保费工
作，切实将阶段性减免社保费政策落
实到位。阶段性减免社保费政策现已

惠及该县414家缴费单位，帮助企业
渡过疫情难关，纾解企业资金困难，
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在具体工作中，该县主要明确以
下几项举措全力推进：一是建组织、
定方案。成立落实阶段性减免企业社
保费政策工作专班，分管局领导总体
抓，各责任部室协同配合，8名联络
员线上实时交流互动，线下集中分析
研讨，高质量推进政策落实；与县医
保、财政、人社等四部门联合印发
《怀宁县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费实施方案》，挂图作战，对标推
进。二是重培训、广宣传。注重做好
疫情防控期间“非接触式”培训，对
内用活用足视频辅导、政策汇编自学
等业务能力提升方式，培训重点向一
线窗口服务人员侧重，练好“内
功”，确保答得准、会执行、能操
作；对外，利用好税企交流微信群、
QQ群,累计发送12366短信2万余条，
集中推送最新政策，分批解读，确保
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三是简流程、
快落实。着力在强化部门联动，减轻

企业办税负担，大幅缩短政策落实时
间差上下功夫，通过与人社部门合
作，实现了缴费与划型信息共享，减
免对象准确核实，直接批量退抵等流
程高效无缝推进。

据了解，该县目前已完成2月所
属期社保费退费 1058笔，涉及企业
414户，退费金额382.6万元，退费进
度100%；同时，对于未缴费单位应
减免部分，将在3月社保计划中重新
核定，确保政策全面落实。

（通讯员 钱续坤 汪琪）

怀宁税务为纾解企业困难“雪中送炭”

本报讯 雷埠乡雷埠村充分
发挥村民理事会作用，扎实推进
市级美丽乡村建设，进一步改善
人居环境。

在雷埠村林家老屋，村组外环
路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挖机、运输
车正忙着回填路基。这条村组水
泥路路长350米，修通后不仅打通

了村民出行的外循环，而且进一步
改善了路况。自2019年8月美丽
乡村建设启动以来，雷埠村林家老
屋依托村民理事会，充分调动村民
参与的积极性，建设了村组道路、
户户通道路和村民活动中心等，目
前各项建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通讯员 包俊根 蒋善模）

雷埠：村民理事会助力环境整治

本报讯 近年来，怀宁县黄
墩镇围绕“村庄景区化、景区全
域化、镇区全面化”目标，积极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环境综合整
治、城乡环卫保洁工作取得新成
效，先后荣获安徽省“千村百镇
示范镇”、安徽省“环境优美乡
镇”、安徽省“优秀旅游乡镇”。

为深入落实农村“三大革
命”，黄墩镇通过集镇区整治、
人居环境提升，村民房前屋后的

“脏、乱、差”现象得到有效治
理。大力推进“四好农村路”畅

通工程，让曾经泥泞不堪的羊肠
小道变成了宽敞的“村村通”水
泥路。立足蓝莓特色产业和水稻
优质产业的优势，黄墩镇积极打
造美丽乡村示范点，其中省级美
丽乡村点5个，县级美丽乡村点
9个，人居环境示范点4个。为
打造旅游循环道路，已投资近
600万元对318国道进行白加黑沥
青铺装，拉通 8 米宽的蓝莓大
道，为蓝莓产业发展和蓝莓特色
小镇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讯员 张文涛 江波）

黄墩：打造生态宜居乡村

本报讯 怀宁县精准谋划、精准
推介、精准扶助，加强政策引领、科学
指导和后勤服务，护航春耕备耕。

该县强化政策资金保障，着力
支持发展规模双季稻（含再生稻），
结合稻谷补贴项目对经营主体实
行100元/亩的补贴。整合粮食生
产发展、水稻绿色高质高效等项目
资金，重点补贴种子、育秧、机插及
社会化服务等。组织专家组优质
水稻生产示范基地专用品种推介，
农技推广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春

耕备耕生产。加强农资储备，全县
各农资店共储备杂交种子500吨、
常规稻种800吨、农药600吨、化肥
2万吨、农膜100吨。全县共投入
农用机械600台套。农业部门加
强土壤墒情、温度等数据监测为农
户提供参数，助力农业生产。开展
大田普查，设立监测点，及时发布
虫情预报，有效指导田间防控。在
全县范围内开展农资打假保春耕

“春雷”行动，为农业生产保驾护
航。 （通讯员 陈诚）

怀宁全力护航春耕备耕

近日，在怀宁江镇镇高标准农田改造项目施工现场村民正在忙碌。眼
下正是春耕备耕关键时节，也是农田建设的黄金时期，江镇镇投资1120万元，
对模范村、盘石村等6个村共7000亩农田进行治理，通过对中低产田进行“整
容级”改造，建设成“田成方、沟成渠、路成网、涝可排、旱能灌”的高标准高产量
农田，促进粮食增产增收，打造丰收粮仓。 通讯员 杨笙 张庆明 摄

江镇：高标准打造“丰收粮仓”

近年来，怀宁县坚持多元投入，
加大财政引导投入，广泛动员农民群
众自愿筹资投劳，充分发挥农民群众
的主体作用，让农民自主、自觉、自
愿、不等不靠建设美丽乡村，鼓励农
村能人带头建设美丽乡村，广泛宣传
农民自主建设美丽乡村的先进典型，
激发全民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积极
性。 通讯员 杨笙 何汀 摄
图一 盘石村美丽乡村建设现场
图二 青山村美丽乡村建设现场

共建美丽乡村

本报讯 眼下，春耕生产正扎实
开展，按照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重点要
求，怀宁县突出稳政策、稳面积、稳
产量，进一步优化粮食种植结构，提
升春耕生产效率。

“关键的在于这个期间的温度
管理，前期的温度大概在 35 度上
下，后面这个温度应该是在28度到
30度，后面的温度再慢慢地降低。”
安徽省农科院水稻所栽培室主任吴

文革说。
近日，怀宁县茶岭镇显清水稻种

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查显清，就在专
家的指导下，通过工厂化育秧的方
式，正在开展800多亩再生稻的播种
工作。这种模式种植水稻，可以实现
种植一次收获两次，在提高产量的基
础上，各项成本实现了大幅下降。

“第一季的产量大概1000多斤，第二
季大概300到400斤，一亩田大概高

到 200 到 300 块钱，现在已经育到
200多亩了，陆续在搞，大概在月底
全部结束。”查显清说。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确
保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
大事。怀宁县今年粮食春播面积达
72万亩，其中水稻春播面积占到40
多万亩。为了保障水稻春播，怀宁
县农业部门加强和省农科院等部门
联系，向重点乡镇派驻科技特派

员，推广优质抗性好的品种和水稻
机插秧配套技术。

怀宁县种植业管理局高级农艺师
袁功平说：“组织技术力量，深入田
间地头对大户进行宣传指导，今年筛
选了适合于我们当地的品种，整合有
关项目，对双季稻和再生稻种植户，
每亩补贴100块钱，提高种粮大户的
积极性。”

（通讯员 张文涛 包俊根）

优化种植结构 稳定粮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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