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5 日上午，家住大观区蓬
莱街 8 栋 3 单元的黄春发老人接
到电话，对方是一家保洁公司的
派单员，问他下午是否可以安排
家政人员上门做保洁。黄春发先
不知情，用一口河南话问道：“是
不是上次来的‘周大妹儿’？”

黄春发老人所问的“周大妹
儿”，是上个月来他家做保洁的家
政人员。考虑到天气太热，黄春
发在电话里告诉派单员，目前家
里还算干净，可以等天凉一点再
安排人员上门。

黄 春 发 今 年 80 岁 ，1985 年
从部队转业到安庆工作。目前
他 一 个 人 独 居 ，四 个 女 儿 都 不
在 身 边 。 今 年 6 月 ，黄 春 发 家
所在的大观区滨江苑社居委主
任 刘 晓 春 曾 经 上 门 征 求 意 见 ，
他 欣 然 接 受 ，成 为 社 区 免 费 享
受家政服务的 3 户老人之一。

这一公益助老家政服务，是
大 观 区“ 红 领 工 作 站 ”的 子 项
目。今年 4 月，大观区 23 个城市
社区成立了“红领工作站”，一套
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合力破解基
层治理难题的服务机制运行起
来。在这其中，空巢孤寡老人成
为重要关注对象。

刘晓春介绍，这一家政服务
面向社区 60 岁以上的空巢孤寡
老人，社区享受服务的 3 户老人
经过社居委商议确定，他们年龄
都在 80 岁以上，最大的已经 86
岁，生活多有不便，开展服务也提
前征询过他们的意见。保洁公司
从7月份开始，给3户老人每月均

安排一次上门保洁服务，进行一
次“大扫除”。

据悉，这一服务项目由大观区
商务局牵头对接一家保洁公司开
展，为全区23个城市社区的70余
户空巢孤寡老人提供一月一次的
免费保洁服务，一个社区至少有3
户老人享受服务，免费服务期限

为一年，保洁公司接受区商务局
和社区考评。

该 保 洁 公 司 家 政 部 经 理 刘
勇告诉记者，空巢孤寡老人在日
常生活打扫卫生方面，弯腰、爬
高多有不便。保洁人员每月上
门进行一次“大扫除”，拖地、抹
灰、擦玻璃，将厨卫打扫打扫，
既是提供生活方便，也让他们感
受到社会的关爱。按照一次上
门服务 150 元算，一户老人一年
就是 1800 元，这些钱不需要老人
出，也不需要政府和社居委出，
由公司自己承担。

8 月 5 日，记者来到耄耋之年
的黄春发家时看到，家里收拾得干
净、整洁。他告诉记者，7月中旬，
家政人员首次上门做保洁，前后忙
活了 3 个小时，没有收取任何费
用。对此，黄春发深表感谢。

记者 罗少坤

公益助老：免费家政进家门

今年4月，大观区23个城市社区成立了“红领工作站”，一套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合力

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服务机制运行起来。依托“红领工作站”，该区引入一家保洁公司，

为23个城市社区的70余户空巢孤寡老人提供一月一次的免费保洁服务。公益助老，免

费家政进家门，既为空巢孤寡老人提供了生活方便，也让他们感受到了社会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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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玉米、棉花等，是当前
新洲乡的主要在田农作物，因为
内涝，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
害。洪水渐退，洲上群众不等不
靠，以勤劳战天灾，对受损农作
物开展针对性减损措施，乡农技
人员奔忙在田间地头，实地进行
技术指导，农业保险赔付也让群
众了吃下“定心丸”。

减损失不等不靠

8 月 9 日上午，在新洲乡康
宁村新桥组的一块棉花地里，村
民高季汉、徐玉兰老夫妻俩和儿
子 高 耕 来 一 家 三 口 正 在 忙 活
着。他们挥动着锄头，正在给棉
花地锄草，身后的地沟里堆满了
被清除的杂草。

在南木村勤俭组的一片田
地里，村民江功赐将一株株带着
土墩的糯玉米幼苗从篮子里拿
出来，小心地放进田间一个个掏
好的土宕里。江功赐身后不远
处的黄土地里，几平方米的“新
绿”十分显眼，这是他一周前开
始培育的糯玉米幼苗，这几天他
正在忙着移栽。

当天上午，记者行走在新洲乡
纵横交错的乡村干道上，村民劳动
的身影随处可见。虽然洲上一
些地方洪水仍未退去，但大水浸
洗过的新洲，因群众重返家园并
积极开展生产自救而重现生机。

今年汛期，长江水位持续上
涨。7 月 10 日开始，新洲乡先后
组织3批群众全面撤离新洲，到
城区投靠亲友或集中安置，共转
移1530名群众，其中包括乡敬老
院30多位老人。

彼时的新洲，康宁圩、东三
滩圩相继溃破，洲上数百名防汛
人员奋力守护着全长 15.72 公里
的新洲主圩永乐圩。

当长江水位退到 17.5 米以
下，新洲乡对转移群众进行告知
后，8月 1日开始，转移群众陆陆
续续错峰回家，回到了阔别近一
个月的家园。

“水退人进，人进田绿”，重返

家园的群众目前正在全力减少农
业损失，积极开展生产自救。

高季汉家有7亩田地，5亩种
的是棉花，2亩种的是玉米，今年
大水淹得只剩下这不到2亩的棉
花了。“这块棉花种得早，苗子深，
不然水淹到苗头也死了。没有水
淹的话，现在都要‘掐头’给它长

‘桃子’了。”高季汉告诉记者。
徐玉兰还记得，上个月初，江

水一直在涨，村妇联主任上门几
趟，劝说他们撤离新洲，投靠亲友。
7月11日那天，他们只带了点衣服，
就坐轮渡来到了在城区的儿女家，
没想到一住就是将近一个月。

8 月 2 日，他们老夫妻俩回
到了新洲。上洲之后，徐玉兰一
路望着两边的田地，当看到自家
的棉花、玉米还泡在水里，心里
很是着急。回家后，老夫妻俩先
将家里擦一擦、洗一洗，打扫打
扫。8 月 5 日水退之后，他们就
和儿子一起给棉花地锄草，希望
能挽回一点损失。

江功赐是南木村勤俭组村民

组长，上个月，他让妻子和洲上其
他群众一起撤离，自己留了下来，
和洲上防汛人员一起参与江堤值
守，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江堤
值守期间，江功赐每天12个小时
守在江堤上，自己做饭、自己洗衣。

8月9日上午10点多，江功赐
刚刚结束一轮江堤值守，就来到
自家田地里忙活起来。

“我今年本来种了四五亩糯
玉米，被水淹得只长‘秸子’不长

‘棒子’，直到上个礼拜水才慢慢
退掉。”江功赐说。

前几天，江功赐已将这一片被
淹受损的糯玉米清理了，一部分秸
秆给了村里的养殖户作饲料，一
部分秸秆还堆在田边，过些天准
备搬到秸秆堆放点。田地清理之
后，他就开始抢着补种糯玉米。

“现在补种下去的作嫩玉米

卖，10月中旬就能上市，卖价高，
就是要耗费一点人工。之后，这
块田地我打算再种小麦，应该还
是赶得上的。”江功赐说。

集众力恢复生产

“现在一个礼拜要施一次叶
面肥，结合叶面肥要喷一些药物，
因为棉花是须根，还要注意给根
部松土、追肥……”8月9日上午，
在高季汉、徐玉兰老夫妻俩的棉
花地里，前来指导的乡农技人员
斯方来说道。

连日来，群众积极开展生产
自救，乡农技人员也奔忙在田间
地头，实地指导群众掌握田间管
理方法进行减灾、自救。乡农技
人员在做好田间道路清障以及
被损毁的灌溉沟渠修复工作的
同时，还积极联系植保无人机对
灾后农田进行喷药和施肥，将因
灾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在长江水位持续回落的情况
下，新洲乡排涝站于7月31日 12

时开机排涝，目前已完成乡内
排涝工作并停机，降低了内涝
带来的损失，为洲上群众开展
生产自救提供了条件。

据悉，因今夏洪水影响，新洲
乡农作物受灾面积达2.13万亩。

乡农委主任王硕风告诉记
者，这阵子以来，乡农险办及保险
公司、农业专家组成查勘小组奔
赴各个受灾现场定损核灾，并简
化流程、开辟绿色通道，加快赔
付，帮助群众尽快恢复生产。

黄选志是新洲乡南木村爱
社组的种植大户，他在洲上承
包 了 900 多 亩 的 田 地 种 植 大
豆，在今年汛期的洪灾中，大豆
受损严重。

8月9日上午，黄选志领着记
者来到他家门前不远的100多亩
大豆地里，记者看到，大豆在杂草
丛中显得十分稀疏，受水淹影响，
长势不旺。一个月以来，一方面
他没有时间打理，另一方面请不
到工人，大豆就这么任其生长。

“往年这个时候，田里都在施
肥、打药。这些杂草，现在没有什
么好的处理办法，大豆正在结荚
期，除草剂一打，伤花伤果。大豆
产量已经受影响，现在就是适当
追肥，打一点调节剂，收一点是一
点。”黄选志说。

在天然村他的另一片大豆地
里，记者看到，这里的受灾情况更
加严重，道路一边的大豆仅剩豆
苗顶部有绿叶，另一边则全部枯
黄。黄选志说，这一片大豆收割
价值不大，等到10月份，他就直接
清理种小麦了。

目前，保险公司对黄选志受
损的 300 亩绝收大豆进行了赔
付，共赔付 3 万多元。7 月底大
雨造成内涝后受淹的七八十亩，
保险公司也将要来进行测评。

记者了解到，目前，新洲乡
农业保险已定损赔付 22 户种植
大户 90 余万元，单笔最高赔付
近 18 万元，已经全部赔付到位，
乡从市相关部门争取到的 30 多
万元农业生产救灾专项资金也
即将拨付到位。

新洲重现生机
本报记者 罗少坤 本报通讯员 罗海霞

■阅读提示

今年汛期，长江水位持续上涨。长江之中，四面环水的迎江区新洲乡自7月10日起先后组

织3批群众全面撤离，到城区投靠亲友或集中安置，共转移1530名群众。随着汛情逐渐缓解，8月1

日开始，转移群众陆陆续续错峰回家，回到了阔别近一个月的家园。记者近日登上这一江中之洲，当

地群众正在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全力减少农业损失，“水退人进，人进田绿”，江中之洲又重现生机。

我市探索“林长+”提升林业治理效
能。“林长+地方性立法”。《实施林长制
条例》属全国首创，《条例》进一步明确
林长、部门及经营主体的权责边界，将

“五绿”纳入法治轨道，实现从“有章可
循”到“有法可依”的转变。“林长+检察
长”。创新“林长+检察长”协作机制，
加强对林长履职、林业主管部门、涉林
行政机关和机关工作人员的检察监
督，设立“检察官工作室”11 个，并建
立信息互通和“周会商、月检查、季
巡查”制度。“林长+智慧平台”。依
托全国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建
立林长制智慧平台，智能查询、日常
监管、调度考核等八大功能实现平
台操作，做到实时监管、在线调度。

“林长+绿色金融”。与国家农发行
深度合作，推出全国林长制项目贷
款试点，获批中长期贷款 18.4 亿元；设
立林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8500万元，
破解林权抵押贷款难题。 林 业

我市探索“林长+”
提升林业治理效能

迎江区强力整治退水后环保乱
象。加强组织动员。制定生态环境
领域乱象整治方案，按照“边扫边整
边建”的要求，动员各乡（街道）、园
区开展排查。加强排查监管。聚焦
生态区域违法建设、饮用水水源地
乱建乱排、非法转移倾倒固体废弃
物、“散乱污”企业、人民群众反映
强烈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等
方面重点整治，出动环保执法人员
逾 265 人次，处理环境污染投诉事
项 96 项，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
定 书 3 份 ，下 达 环 境 监 察 通 知 10
份。加强问题整改。将退水后生态
环境领域乱象整治与污染防治攻坚
等工作相结合，开展豆腐作坊污水
乱排集中整治行动，查封5家豆腐作
坊；开展“散乱污”企业专项整治，关闭8
家“散乱污”企业。 迎 江

迎江区强力整治
退水后环保乱象

望江县推广稻田综合种养推动乡
村产业发展。加大政策支持。制发
《促进现代农业发展若干政策意见》
等，实施稻渔综合种养“百千万”工程，
落实支持产业发展、基地建设等奖补
政策。截至目前，已发展稻田综合种
养（稻虾、稻鸭、稻蛙等）达 12 万余
亩。培育新型主体。鼓励农户将承包
经营土地向稻田综合种养新型经营主
体流转，扶持龙头企业做大规模、整建
制推进。截至目前，培育稻田综合种
养农业企业 12 家、合作社 13 家、家庭
农场 22 家、专业大户 275 户。强化技
术指导。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模
式，聘请、抽调县内外专家和技术干
部，创新“专家+技术指导员+科技示范
户+辐射带动户”的技术推广链条。组
织从业者参加技术培训，今年以来开
展稻田综合种养专题培训22期，参训
人员870余人。注重品牌塑造。开展
稻田综合种养“三品一标”认证，建立
养殖档案，落实可追溯制度，提升稻田
综合种养产品质量。截至目前，拥有稻
田综合种养驰名商标 1个、著名商标7
个、“三品”农产品127个，培育稻、渔类

“一村一品”示范村18个。 望 江

望江县推广稻田综合种养

推动乡村产业发展

连日来，在宿松县汇口中学受

灾群众安置点里，每天都有暖心的

故事在发生。

“老程！今天我要回去了，我们加个

微信吧，方便以后联系。”近日，该安置

点保安徐爱国（左）接到换防通知后，

特意买了水果、牛奶来到身有残疾的

村民程绪国（右）宿舍，两人互留微

信，依依惜别。“这些保安非常细心，

我们一有困难，他们总是想办法帮

我们解决。”程绪国深有感触地说道。

通讯员 王会光 摄

安置点里的暖心保安安置点里的暖心保安

高季汉一家三口正在退水后的棉花地里锄草。 记者 罗少坤 摄

他 们 为 孩 子 们 送 来 了 玩

具、跳绳、围棋等文娱用品及学

习用品，与孩子们共唱儿歌、畅

谈假期生活……8 月 10 日下午，

怀 宁 县 一 批 大 学 生 志 愿 者 来

到 月 山 镇 中 心 学 校 开 展 关 爱

汛 期 受 灾 儿 童 及 留 守 儿 童 志

愿服务活动，欢歌笑语中，让

孩 子 们 感 受 到 了 大 哥 哥 大 姐

姐们的关爱，同时也感受到了

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通讯员 丁春红 李拥军 摄

志愿服务传递关爱志愿服务传递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