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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要吃什么菜？”“半勺够吗？”
“如果不够，吃完了就再加。”如今，
在宿松县公安局机关食堂，按需点餐
已成为一种常态，并成为每个民警辅
警日常用餐的一种习惯。

“以前，我们用餐时想打多少就打
多少；现在是能吃多少就打多少。”洪
增辉是宿松县公安局特警大队民警，
因为工作关系，他成了机关食堂的

“常客”，几乎每天都要在食堂用餐，
对于食堂在管理方式上的每一点变
化，他都亲身经历过。

洪增辉回忆，2017年前，他和同
事基本都是在食堂吃桌餐，每次用
餐 结 束 ， 餐 桌 上 都 会 留 下 剩 菜 。
2018 年，宿松县公安局认真贯彻落
实 上 级 公 安 机 关 各 项 暖 警 爱 警 措
施，在机关食堂实行“分餐制”，大
家都拿着餐具排队，由食堂服务人

员统一打菜，通常服务人员都给他
和同事打当日的所有菜品，有些菜
是他不喜欢吃的，他就将不喜欢吃
的菜剩在碗里，然后倒进泔水桶。
因为用餐浪费的现象依然存在，县
公安局对“分餐制”取餐方式进行
了改革，实行按需点餐，大家想吃
什么，食堂服务人员就给你打什么。

如何引导大家文明用餐、减少
浪费，宿松县公安局警务保障室主
任 陈 才 保 花 了 不 少 心 思 。 菜 煮 多
了，担心剩下浪费；煮少了，又担
心不够。按需点餐更要讲究自觉，
如何让“我想打多少就打多少”的
人转变思想，以及如何让用餐的人
改掉“一卡多刷”的陋习？这些问
题，一直困扰着他很长时间。

“按需取餐，不剩饭、不剩菜、不
浪费，争做文明新风的宣传者、实践

者和推动者……”8月16日上午，洪增
辉和60多名同事在《拒绝舌尖上的浪
费承诺书》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

“餐厅入口，摆放反对浪费的醒
目宣传海报；餐桌中间，放置提醒文
明用餐的标牌，取餐窗口和餐厅墙
上，都贴有文明用餐宣传标语，文明
用餐文化让机关食堂面貌焕然一新，
使 我 们 更 加 自 觉 遵 守 文 明 用 餐 规
定。”洪增辉对机关食堂自 8 月 16 日
以来培育文明用餐新风尚带来的新变
化新气象感受深刻。

陈才保介绍，宿松县公安局通过
加强文明用餐文化建设、组织民警辅
警签订文明用餐承诺书，让大家的思
想切实从“我想打多少就打多少”向

“我能吃多少就打多少”转变。同时，
严格实行“一人一卡、一人一餐”就餐
制度，杜绝“一卡多刷”现象。安排

专人提前统计每天就餐人数，科学采
购食材，切实解决“大家想吃什么就
采购什么”的实际问题，保障供需，
确保“五优保障”中“分餐制”暖警
措施真正落到实处，并从源头上节
约粮食。

“有标语的警示，和我们服务人员
的提醒，现在用餐浪费现象没有了，
大家都是能吃多少就打多少；你看
看，这是今天中午的泔水，不到 10
斤，比以前少了十倍！”汤唐斌师傅在
机关食堂工作了10个年头，对机关食
堂发生今天的变化尤为高兴。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新风尚的
号角不仅在宿松县公安局机关食堂吹
响，还在全县公安机关基层所队食堂
吹响，它正改变着警营，也改变着警
营民警辅警的生活。

通讯员 孙春旺 杨亚光

宿松公安“分餐制”成为新风尚

“我能吃多少就打多少”

“组织上的重托和村民的信任，
心里就得时刻装着群众，就得诚心
真心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这是
怀宁县石镜乡邓桥村党支部书记苏
传红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也
是他自 2019 年 4 月担任村党支部书
记以来的工作写照。

2018年邓桥村在年终考核中被认
定为软弱涣散村，2019年全乡综合考
核第一名。从后进到先进，一字之
差，翻天覆地，邓桥人撸起袖子干出
了一条“春光大道”。

以前，邓桥村是远近有名的后进
村，村“两委”班子不健全，村庄发
展落后，村民意见较大。2019 年 4
月，广泛征集意见后，乡里请回外出
创业党员苏传红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建强党支部“火车头”。“群众利益无
小事，身为村干就必须为群众办实

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有为群
众多办实事才能受到群众欢迎”。新当
选的村党支书记苏传红这样说。

村子要求变，从哪里入手？苏传
红从班子建设、作风转变、干部管
理、联系群众等方面入手。新的村两
委班子重组后，4名村干每天穿梭在田
间地头，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为村
民办实事、解难事。

一年来，邓桥村建成“四好”农
村路3.58公里，涉及8个村民组，受益
群众600多人；整治1.88公里的021县
道秀高线环境卫生；完成砖砌三格化
厕所改造 148 户，邓桥中心村是 2019
年县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村里结
合移民资金、一事一议、上级奖补等
资金，投资360多万元，安装路灯60
盏，对老房子房前屋后进行浆砌块石
护坡 400 多立方米，防止水土流失，

确保了房屋安全。铺设绿化草皮5800
平方米，栽种各种绿化树 500 多棵；
清淤、加固、扩容当家塘5口；建成
村民文化广场3000平方米……

想要改变一个村，就得发展当地
经济，而发展经济得靠产业，产业从
何而来？只有激活了土地资源这笔农
村沉睡的最大资产，产业发展才有基
础。为此，邓桥村大力发展村级集体
经济。泉塘组和西胜利组有25亩荒林
地，发挥不了经济效益，村里用活土
地增减挂，投资30万元种植蓝莓，年
可为村里带来经济收入12万元；投资
80多万元，栽种草莓25亩，年可带来
村里收入14万元；利用5口当家塘承
包给养殖大户，10年承包金达60万元
（头三年20万元）。今年又在谋划建设
150亩的蓝莓基地。

“现在的邓桥村啊，彻底换了个

样。”邓桥中心村村民汪武松说。老
百姓的话语很朴实，从昔日“后进
村”到如今“先进村”，这一切都离
不开苏传红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的
的努力。在他看来，群众的事就是
最大的事。

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开
始支持村里的工作。很快，村里的工
作顺了，各项工作位居全乡前列，实
现了从“后进村”到“先进村”的华
丽转身。“现在我家的收入越来越多，
日子过得有了盼头，这多亏有个好支
部。”贫困户方才喜说。

“从2018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3万
元，到 2019 年 5 万元，到今年 20 万
元。我们的目标是2024年村级集体经
济收入达到 50 万元，2025 年将达到
100万元。”苏传红充满信心地说。

通讯员 檀志扬

一 个“ 后 进 村 ”的 转 变 之 路

本报讯 盛夏时节，潜山
市余井镇黄岭村的稻田里水稻
一望无际，郁郁葱葱。在水稻
苗上方，两架植保无人机正

“嗡嗡”鸣响，时而低空穿梭，
时而空中悬停，来来回回的喷
洒着农药。从前在人们眼中是
高科技的无人机，现在正逐渐
飞入寻常百姓的田间地头，成
为田野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近年来，潜山市农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逐步健全，农机化
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由农机合
作社、农机户、种植能手等组
成的“田保姆”常年活跃在田
间地头，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当
上了“甩手掌柜”，为乡村振兴
增添了动力。

潜山市农业机械化的逐年
推进，既有效解决了农机化大

生产与一家一户土地分散经营
的矛盾，又推动了大户农业生
产向产业化、集约化方向发
展，还极大地缓解了农民外出
务工和农田管理之间的矛盾。
2019年中央财政补贴潜山市农
机购置资金达 1162.09万元，对
15个大类35个小类91个品目农
机实行补贴范围内机具敞开补
贴。潜山市农机合作社与周边
农户、种植大户、家庭农户等
组织签订了近30万亩农田的农
机化协议，吸引了100多名农机
手踊跃“带机入社”抱团作战。

目前，潜山市农民专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农业服务公
司等社会化服务组织已购置植
保无人机近140台，今年水稻病
虫草害飞防面积达30万亩。

（通讯员 储北平）

潜山
植保无人机 飞入寻常农户家

连日来，桐城团市委联合该市
文明办、交警大队开展以“遵守交
通法规 安全文明出行”为主题的
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青年志愿者们身着红
色马甲，在主干道路口引导市民遵
守交通规则，对过往行人不走斑马
线、骑电动车不戴头盔、不走非机
动车道、闯红灯等不文明行为进行
劝导。 通讯员 张凌鹤 摄

文明入心

安全随行

党报微博
http://weibo.com/aqrb
主持人：何 飞

一周热点微评一周热点微评

今天，你“光盘”了吗？

小餐桌，大文明。当“光盘行

动”再次成为网络热词时，有媒体
调查显示，超七成的网民对“向餐
饮浪费说‘不’”表达了强烈支持
的态度。是的，网友们深知：我国
有 14 亿人口，每个人浪费一点点，
加在一起便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同
理，每个人都能做到不浪费，节约
下来的加在一起同样不是一个小数
目。所以，大家一起来“光盘”吧！

网友微评
皖江村夫：“光盘行动”不是基本

要求吗？从小到大都是受这种教育过来
的。小时候，吃完饭碗里有几粒剩饭，
必会招致父母雷霆之怒。习惯成自然，
长大了没人监督了，也会自觉自愿把碗
底干光。

斯普瑞99：听说某些视频平台上
有那种“大胃王”吃播，表演的内容就
是胡吃海塞。其实，哪有那么多真正的

“大胃王”，有一些博主放到嘴里嚼一

嚼，并不会吞下去，而是吐掉，再通过
剪辑把吐的过程给剪掉；另一些则要拼
命些，是真的吞下了，但终究是难以消
化，需要催吐才能缓解食物带来的压
力。我不知道这种表演的意义何在，单
纯只是为了浪费粮食吗？当然，我所说
的仅仅是那些浪费粮食的虚假的“大胃
王”，不包括那些正常的吃播。我知道
吃播粉丝好多，不要误伤我啊。

Hflm100：有些人可能误解了“光
盘行动”。“光盘行动”提倡的是，按需
点餐，按量取食，不是让你少吃饭，是
让你不要浪费，所以饭量大的同学不必
紧张啊。我觉得吧，自己家浪费的还是
少数，主要是讲排场、摆阔气、攀比炫
富的时候，浪费的严重，这些个风气必
须要刹一刹。刹住了，“光盘行动”的
效果肯定特好。

玻璃猫charming：对于咱们这种在
三十多度的高温天气干过“双抢”（一
项常见的农业活动，指农村夏天抢收庄
稼抢种庄稼。） 的农家子弟来说，根本
不需要通过文学作品了解粮食生产过程
的不易。是啊，如今机械化程度很高，
我老家“双抢”也不多见了，是不是就

能不管不顾地去浪费了呢？我觉得还不
到那个时候。且不说全世界还有好几亿
人吃不饱，就单说咱们自己，这才吃了
几年饱饭就学起了人家浪费了？对于那
些口口声声称“我自己花钱买的，想怎
么浪费就这么浪费，你管得着吗？”的
同学，我只想套用咱家长辈经常使用的
一句教育用语来回复一下，那就是“你
怎么不学好的，只学孬的？”更何况，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必须担负起
应有的社会责任。

莫听声且徐行：不少同龄人应该都
记得小学时全文背诵的那首“锄禾日当
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吧，对于“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
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段话
大多数人也不会感到陌生。在中国古代的
数千年里，无数人经历过忍饥挨饿的日
子，饿死者都不计其数。幸运地生活在
今天的人们，在想要浪费粮食的时候，
不妨想想那些在饥饿中挣扎的古人，想
想自己身处那种境遇时的心情。虽然那
些饥饿的日子已经很遥远了，但古人还
教我们要居安思危呢！有些危机意识，暖
时思寒，饱不忘饥，肯定是没错的。

本报讯 “这次迎江区对
商业大厦的专项巡察盘活了该
企业闲置资产，对企业的改革
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并有效推动了迎江经济的高质
量发展。”迎江区商务局局长朱
应国对盘活闲置国有资产深有
感触地说道。

安庆市商业大厦有限责任
公司属国有商贸流通企业，成
立于1981年6月，2003年5月以
来，以公司房产整体对外租赁
的方式来维持公司运转。2019
年1月以来，该企业经营用房一
直处于空闲状态，造成国有资
产每天流失约2万元，职工反映
比较强烈。

针对该企业现状，为此，
该区组建专项巡察组，于5月中

旬进驻该企业，开展专项巡
察。巡察组采取公布电话、信
箱等方式畅通问题反映渠道，
并聘请专业会计师审看账务，
实地查访企业房产运行等情
况，剑指企业的人财物管理，
着力发现突出问题。在巡察组
推动下，该企业与招商客户签
订入住协议，盘活闲置国有资
产共1.03亿元。

“这是我们首次对国有企业
开展专项巡察，一方面推动了
企业发展，发挥了巡察利剑的
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对监督
全覆盖做的新的尝试，为我们
的监督工作打开了一个新的领
域和局面。”迎江区纪委监委主
要负责同志表示。
（记者 方文 通讯员 谢丽春）

迎江区
盘活闲置国有资产1.03亿元

本报讯 前期受疫情影响，
往年在外务工的贫困户张伟伟、
杨何青、黄和平、何藕香等4人无
法外出务工，家庭收入锐减。镇
政府接到村里摸排结果后，及时
联系扶贫车间负责人，同时让村
干联系贫困户本人，组织参加车
间招工面试，让他们实现了就地
就业、稳定增收。

怀宁县茶岭镇充分发挥扶
贫车间的带贫减贫作用，大力宣
传扶贫车间就业政策，积极吸纳
贫困人口就近就地就业。自
2018年扶贫车间建成以来，车间
内现有工人36名，其中贫困户9
人，月均收入3000元，实现家门
口稳定就业。

茶岭镇就业扶贫车间是茶
岭镇依托隆昌包装公司生产车
间为主体建设而成，于2018年8
月建成投入使用，该车间主要
以生产加工二三层包装箱纸板
为主，至今年产值已达数千万
元。今年 2 月份，隆昌包装公
司（扶贫车间）作为防疫物资的
生产企业，在镇指挥部协调下，
率先复工复产，但是采购原材
料时却因缺乏材料资金，陷入
窘境。镇政府得知情况后，及时
开展银企对接工作，帮助车间在
3天内获得100万元农商行发放
的疫情贷款，解决了企业生产的
燃眉之急。
（通讯员 怀扬 曹晓春）

怀宁
茶岭镇扶贫车间就业促增收

本报讯 8月13日上午，宿
松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蔡绿
山来到佐坝乡为洪某某送上了
4.6万元司法救助金。“谢谢检察
院的领导一直记挂着我的事，
这么大热天还亲自来我这里。”
洪某某感激地说。

救助人王某某为建档立卡
贫 困 户 ， 目 前 在 校 读 初 中 ，
且 身 患 肢 体 二 级 重 度 残 疾 ；
父亲于 2016 年在检查电泵时
遭电击死亡，侵权人未进行
足额赔偿；母亲洪某某边照

顾其边打零工维持生活；哥
哥系村里低保对象，目前在
外务工，收入微薄。

宿松县人民检察院得知情况
第一时间启动国家司法救助程
序，同时结合脱贫攻坚，将司
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相结合，积
极与佐坝乡政府、村委会、教
育等部门沟通协调，尽最大努
力缓解救助对象悲观情绪，让
他们感受到司法温暖，重新燃
起生活的希望。

（通讯员 戴李华）

宿松
登门送救助金 显司法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