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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日来，桐城市纪检监
察机关通过“直插式”“点穴式”监
督，深入了解企业恢复生产过程中存
在的困难、职能部门服务企业情况
等，督促有关部门查漏补缺、细化措
施，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有力支持。

“本来以为受疫情影响，出口退税
会比以前麻烦一些，没想到从网上申
请到资金到账，没有跑一趟路，时间
也从正常的7个工作日缩短到了2天，
反而提速简便了。”近日，桐城市霞珍
公司财务负责人就切身感受到这种支
持。据介绍，49.37万元退税款及时到
账后，极大缓解了该公司资金紧张情
况，对恢复生产、稳住外贸订单和客

户提供了帮助。
针对复工复产中口罩缺乏、货运

物流不畅、产品库存资金回笼困难等
实际问题，桐城市纪检监察机关积极
协调发改委、商务局、农业农村局、
交通运输等部门，齐心协力解决重点
企业生产困难，协调原料、调配工
人、畅通物流，解决企业复工复产的
燃眉之急，全力复产、稳产、增产。

位于桐城市金神镇的兴业建材有
限公司是该市一家规上企业，公司共
有员工50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开工时间一拖再拖，企业运营陷入困
境。金神镇纪委主动作为，“监督员”
化身“服务员”，及时与相关部门进行

沟通协商，顺利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桐城市纪委监委在调研走访部分

企业过程中，发现不少复工企业存在
招工难用工难问题，为此，桐城市纪
委监委及时跟进监督，督促镇(街)和有
关市直部门落实好四送一服、送岗上
门、送工入企等行动，坚决打通企业
复工复产的堵点和卡点。

位于桐城市文昌工业园内的安徽
御龙汽车零部件公司是一家战新企
业，专门为特斯拉新能源汽车配套产
品，对工人技能要求较高，公司在2月
18 日复工后，技工一直处于缺员状
态，文昌街道纪工委得知实情后，第
一时间协调街道相关部门服务企业招

工，不仅为企业送来了20多名技工人
员，还为企业申请了生产设备补贴和
战新产业补贴。目前，该公司生产线
日产量达到3000个。

疫情防控期间桐城市各项帮扶企
业复工复产的政策落实得情况，也是
该市纪检监察机关监督的重点之一。

桐城市霞珍羽绒股份有限是一家
以出口羽绒类家纺产品为主的重点外
贸企业，受疫情影响外贸出口减少、
资金周转困难，桐城市纪委监委派驻
市财政局纪检监察组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及时督促相关部门从快兑现相关
政策，帮助企业解决困难。
（记者 何飞 通讯员 章辉 朱仲庆）

桐城：“点穴式”监督保障企业复工复产

90多个钢架大棚错落有致，种植
螺丝椒、富硒木耳、葡萄等，俯瞰下
去犹如一节节盛满了致富希望的高速
列车。谁能想到，这里曾是杂草丛
生、坟头遍野的荒地。4月7日下午，
记者走进望江县高士镇黄河村百亩扶
贫产业园，一派繁忙景象。

黄河村贫困户吴毛根一边松土，
一边说着自己的感触。“大棚收成好，
我们也跟着沾光，在产业园务工，每
天工资100元，一年挣得2万多元。”

黄 河 村 扶 贫 产 业 园 占 地 97.76
亩，过去这里是杂草丛生、坟头遍
野的荒地，成了“闲地”。安徽省国
资委被确定为该村的定点帮扶单位
后，2017 年开始通过多次调研、论
证后决定在该村建设百亩高标准的
钢架大棚，并委派农业专家，根据
当地气候土壤条件指导引进高经济
价值的农产品。

开荒建扶贫产业园，当时在村民
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没曾想，梦想
照进现实。”吴毛根说，该产业园竣工

投产后，他便来此务工。“先后建起90
多个大棚，种植葡萄、沃柑、台湾金
桔和富硒木耳，还有各种蔬菜。我们
在产业园里种菜栽果树，生产富硒木
耳，不仅有了务工收入，还学到了种
植技术。”

黄河村党总支书记徐根南说，产
业园为当地贫困户脱贫致富提供了便
捷的务工平台，目前产业园已经为90
多名村民解决了就业问题，其中包括
50 多户贫困户，帮助贫困户完成了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的目标。
高士镇在脱贫攻坚中，着力“产

业+就业”，走稳脱贫路。该镇毛安村
铁皮石斛基地于 2018 年 7 月建成投
产，累计投入扶贫资金200万元，建设
官庄村中药材种植、毛安村中药材种
植2个项目，共建设8X25M种植大棚
60 个及附属设施。在建设和运营期
间，带动 80 户农户 （其中贫困户 26
户） 就业增收脱贫，基地贫困户就业
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另外，毛安村
扶贫车间建成于2018年，现有22名员

工在就业，其中贫困户12人，每年每
人可增加人均4万元收入，后期将逐步
增加贫困劳动力就业，增加收入。

走进武昌圩“稻虾共生”生态养
殖基地，人们正向虾苗投放饲料。在

“稻鸭共生”生态养殖基地，人们正在
翻田，准备春耕。高士镇把“养优质
虾、生态鸭、种生态稻”作为发展现
代农业助力精准脱贫的有效方式大力
推广。

“稻虾共生”、“稻鸭共生”是一种
绿色生态循环种养模式，虾为稻除
草、松土、增肥，稻为虾供饵、遮
阴、避害，鸭喜欢吃禾本科以外的植
物和水面浮生杂草，因此可不使用农
药。这样产出的米更香甜、品质更安
全，是标准的绿色无公害大米。

据了解，高士镇选准特色产业，
助力精准脱贫。农旺农业专业合作社
就率先实施“稻虾共生”、“稻鸭共
生”现代农业，吸纳 32 户贫困户加
入。农旺农业专业合作社社长徐结楼
给记者算了一笔帐，合作社以每亩500

元的价格从贫困户家租来田地，再提
供他们稻种、虾苗和鸭苗，技术人员
全程指导贫困户种植养殖，再以市场
价收购，保证每亩收益500元以上，

同样，在铁皮石斛基地，该镇通
过基地示范，带动有种植有能力和意
愿的贫困户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由
公司统一采购生产资料、免费提供技
术指导、产品统一溢价销售，带动贫
困户转变观念、脱贫致富。

另外，在该镇毛安村电商示范
点，该示范点采取“电商主体+基地+
农户 （贫困户） ”模式，带动农户
（贫困户） 销售农产品。主要通过种
植基地+收购农户（贫困户）种植农产
品生产发酵类豆制品、酱腌菜原料，
满足自己生产需求，同时还帮助了农
户 （贫困户） 销售农产品难的问题，
据了解：企业全年销售纯利润额50多
万元，线上年销售额占近70%，主要
收购贫困村、贫困户农产品，带动50
多户贫困户发展特色种养。

记者 汪秀兵

产业扶贫“拔穷根”

本报讯 “刚刚从镇扶贫
站得到消息，闯字户外用品公
司招工，包技术培训，不需要
经验”，一进村部，宿松县许岭
镇宏兴社区副书记蔡友平就跟
村里干部宣传。近日，该村利
用此信息成功介绍3名贫困户到
闯字户外用品公司就业。

近一月来，受新冠疫情影
响，许岭镇有大量贫困户滞
留，该镇发动全体镇村干部，
一边对接就业岗位，一边对接
贫困户，做起了兼职职业介绍
人，多措并举帮助贫困户就
业，成效喜人。

摸底分类，按需就业。该
镇对所有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进行就业意向摸底，全面了解
他们的就业意向地、意向岗
位、薪资目标等，逐户逐人进
行分类，按需介绍企业和岗
位，对因各种原因不能外出需
县内就业的尽力安排到镇内扶
贫车间、相关企业就业；对可
以外出的安排县外就业，各取
所需，各尽所图。

全面发动，分类定岗。该
镇根据贫困户喜欢到江浙沪就
业的偏好，根据贫困户个人特

长，分类定岗，充分利用镇村
干部和许岭驻江苏商会、驻
杭州流动党委、县驻外就业
专 班 、 许 岭 籍 企 业 的 关 系
网，邻帮邻、戚帮戚，亲帮
亲，帮助找寻工作岗位，让
知根知底的人到知根知底的
企业务工，极大的提高了就
业对接成功率。

奖补激励，帮助适应。该
镇通过对贫困户开展就业前心
里疏导、发放务工就业奖补资
金、报销成功对接出行车费等
奖补激励措施，帮助贫困户缓
解因就业不适需重新择业而造
成的经济损失，解除他们害怕
出门、害怕就业不成功的心理
压力，树立他们“我要就业、
我能就业”的信心，帮助他们
度过岗位“适应期”，不断增强
就业成功率。

通过近一个月的努力，该
镇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中，除
因自身或家庭特殊情况放弃就
业外，2638名贫困人口全部对
接成功，与去年同比提高了
7%，为该镇决胜脱贫攻坚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胡琦琳）

宿松
兼职“中介”助脱贫

本报讯 近日，太湖县牛
镇镇禅源村总投资约80万元，
总面积 100 亩的莲藕基地已初
建成型。

禅源村地处大别山腹地，
花亭湖末端，建档立卡贫困户
有 330 户 1055 人。禅源村党总
支书记王宇早说：“由于地形复
杂，地处山区，贫困人口基数
较大，如何发展壮大村级产业
和集体经济是摆在大家面前的
一道难题。”

为找到适合该村发展的产
业，村两委在驻村工作队的
带 领 下 多 次 赴 周 边 地 区 考
察。驻村工作队副队长陈炳
才说：“因地制宜制定适合本
村的产业发展规划显得尤为
重 要 ， 产 业 发 展 不 仅 要 种 、

养 结 合 ， 还 要 有 长 、 短 结
合，经过考察我们最终确定
了莲藕基地这个项目。”

据悉，该村通过流转抛荒
田地，利用“村组织+企业兜
底+贫困户”的方式，不仅激活
了土地资源，而且带动了贫困
户的积极性，还将形成集种
植、生态休闲观光为一体的莲
藕基地。建成后每年可为村集
体经济增加收益7万元，可直接
带动贫困户就业20余人，贫困
户年收入可增加4000元左右。

作为禅宗文化的发源地，
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该项目
实施后，不仅是禅源村一道靓
丽的风景，更为驱动乡村旅游
发展带来良好契机。
（记者 方文 通讯员 朱健元）

太湖
百亩莲藕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本报讯 “今年又参加了
产业入股，把这3000块钱放在
村企业发展，我也放心，平时
村里还让我到企业做做小工，
补贴家用，真是多亏了国家这
样的好政策。”4月6日，怀宁
县洪铺镇五桥村贫困户徐百巧
满年笑容地说。

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实现贫困群众稳定脱贫、持续
增收，洪铺镇聚焦特色产业发
展，大力实施特色种养业扶贫
项目，连日来，该镇组织开展
2020年特色种养业入股签约活
动。积极推广“基地+农户”模
式，通过土地入股、资金资源
入股、务工就业等各种带动方
式，构建稳定的利益联结机
制，增强主体带动能力，带动

贫困户入股发展产业95户。该
镇具有带动能力的企业、家庭
农场（能人大户）5个，主要通
过吸纳贫困户耕地和劳动力等
资源，共同发展特色产业，带
动15户贫困户增收，为提升贫
困户自我造血能力，洪铺镇还
鼓励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开
展自种自养，发展特色种养产
业，引导贫困户重点发展山
芋、蔬菜种植、手工作坊以及
畜禽养殖等特色产业。同时落
实特色农业保险，力争实现贫
困户主要特色种养品种保险

“应保尽保”，提高特色农业抗
风险能力，全镇自种自养特色
种养业的贫困户达314户，自主
发展比例达到31％。
（通讯员 檀志扬 陈梅梅）

怀宁
发展特色种养业助力脱贫攻坚

“这真的是家门口的幸福产业，以前打工离家远照顾不了孩子，现在赚钱顾家两不误，过上了好日

子。”在产业园大棚里忙着葡萄整枝的望江县高士镇黄河村贫困户吴水荣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这既能照

顾孩子，又能在家门口挣钱的好事，得益于高士镇特色农业产业扶贫项目。

党报微博
http://weibo.com/aqrb
主持人：何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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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将新建两座过江通道

国家发改委于4月7日公布《长江
干线过江通道布局规划 （2020—2035
年）》，到2035年，规划布局长江干线
过江通道276座，其中安徽省32座，涉
及安庆市9座。根据规划，2025年前重
点推动实施的79座过江通道，其中安徽
9座，包括望江长江公铁大桥、安庆海
口长江公路大桥、池州长江公铁大桥、
G3铜陵长江公铁大桥、铜陵开发区过江
通道、芜湖北京路过江隧道、芜湖泰山
路长江公铁大桥、马鞍山长江公铁大
桥、马鞍山九华路过江通道。

网友微评
废弛吧！骚年：城市的经济发展是

需要更多交通方面的支持，这对我国任
何的一个城市来说，都是如此。以现在
的科技水平，长江不再是无法逾越的天
堑，或者说我们能更为便利地跨越大
江。所以，近些年建设的过江通道很

多，其中很多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当地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支撑。经历过
安庆还没有长江大桥时的不便的安庆人
肯定会认同这点。可以确定地讲，这两
条过江通道必将为未来的安庆提供更多
的发展空间和动力。

Hflm100：长江大桥对于经济发展
的意义当然不用说，对于周边群众来
说，这也是民生建设。比如海口人民
热切期盼的公路桥，对安庆城西和大
江对面的群众来说，无疑是一个大大
的好消息。

5月1日安庆入汛

当下全市各地正围绕防汛责任落
实、隐患排查整改、预案方案修订、夯
实保障基础等方面，做实做细汛前各项
准备工作。根据国家水利部门、国家气
象部门预测，今年气象水文年景总体偏
差，极端事件偏多，涝重于旱，可能发
生流域性大洪水。我市位于长江中下

游，属于全国多雨区。5月1日，我市将
进入汛期。市防指要求，各地要坚持底
线思维，加强统筹协调，立足防大汛、
抢大险、救大灾，克服疫情不利影响，
进一步优化细化防汛工作方案。

网友微评
Sprite1985：对于安庆这种江河湖

泊密布的城市，防汛毫无疑问是必须绷
紧的那根弦。大江大河的防汛当然不用
讲，那是关系到千千万万老百姓生命财
产安全的大事情。另外，还有一些“小
事”。这些“小事”落在具体的人头
上，也是大事，诸如城市内涝点，又诸
如地质灾害点。我们不想看海，也不想
有人受到突如其来的泥石流危害。汛期
快要来了，这些“小事”是否已经处理
妥当？尤其是这些日子大家将大量精力
投入到疫情中了，是否还能有精力关注
到这些细枝末节的点？无论如何，我们
希望有关部门能关注到。当然，如果是
非常规的、超级变态的雨量，相信大家
伙也不会过于苛责。

为营造维护国家安全的浓厚法治
氛围，4月14日，宿松县司法局会同宿
松县生态环境分局、东北新城管委会
等部门联合开展了“坚持总体国家安
全观，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
障”主题法治宣传活动。

在该县政务中心楼前活动现场，
普法志愿者向群众重点宣传 《国家安
全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并
结合具体典型案例讲解国家安全法律
知识，进一步提升群众的防范能力，
让群众切实认识到“维护国家安全，
人人有责”。 通讯员 刘苗 摄

国家安全
人人有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