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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生

近日，怀宁县金拱镇黄马村前进组
村民倪友志的老父亲去世，为答谢亲
朋好友帮忙，他在家门口的农庄摆了
五桌酒 席 。 但 农 庄 不 按 套 路 “ 出
牌”，每桌只上八道菜，而且每桌费
用标准不超过 600 元。前来赴宴的亲
友都说这样的酒席好，不浪费，都
光盘。“过去办酒一桌至少要 1500 元
以上，与其‘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
子，不如带头放下面子，这既能留下
光盘，又能省下开支，一举两得。“倪
友志说。

“我这片农庄占地800多亩。”农庄
负责人吕启明说，除了果园，农庄还有
10多口鱼塘和4座鸡舍。每到节假日，
许多城里人都来这里度假垂钓、捡鸡
蛋、摘水果、或品尝绿色食品，很受他
们喜爱。吕启明是金拱镇久远村人，早
年他在外打过工，经过商，积累了一定
资金，去年底他从国外经商回到家乡，
租下 800 多亩荒地，打造出一个有鸡

鸭、稻田、蔬菜、水果、鱼塘的小农
庄，每天吸引不少人来旅游观光就餐。

“这个农庄有点怪，只供餐桌八道
菜；卫生节俭不浪费，市民就餐更实
惠；紧跟中央大方针，带动乡村大振
兴。这是一名村民给农庄写的‘打油
诗’。吕启明说，过去一些人无论在家
中还是在酒店里，摆酒席的时候不但
要点五六个冷菜，还要点上一二十个
热菜。结果酒宴结束之后，一大桌的
菜肴竟有近一半是吃不完的。加之一
些宴请的主人为了不失面子，总觉得
剩菜打包太难为情，于是眼睁睁地看
着这些吃剩下的美味佳肴被服务员一
盘盘地倒入泔水桶，真是看在眼里，
痛在心上。

“文明节俭用餐，反对铺张浪费。”
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应是实实在在的
行动。吕启明办农庄初期就想到这点。
为此，他定下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在
农庄办酒席的村民每桌只上八道菜，都

是农庄自己养殖、种植的鸡鱼鸭和时令
蔬菜，而且每桌标准不超过600元。

正在农庄就餐的市民李中成和朋友
7 个人一共点了 6 个菜，而且都是小
份。“点菜多了吃不完就浪费了，先吃
着，不够可以再点。”李中成说，他对
铺张浪费深恶痛绝，他是过过苦日子的
人，现在虽然生活幸福，但不能忘本，
点餐够吃就行，坚决不能浪费。顾客陈
群带着孩子到农庄吃饭，要求孩子必须
把米饭吃干净。“节约是传统美德，大
人不但要做到，更要教育下一代。无论
是在外面还是在家里，都要求他们‘光
盘行动’。”

在农庄看到，餐厅门口、点餐区、
大厅以及过道张贴、悬挂的“厉行勤俭

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文明惜福”、“节
约食物、杜绝浪费、适量点餐、剩餐打
包”、“珍惜劳动成果、反对浪费粮食”
等标语格外醒目，餐桌上还有“不剩
饭、不剩菜”等提示语。“作为经营者
当然希望顾客能多吃一点，以前在外经
常看到不少顾客超量选菜，浪费严重，
自己看着都心疼。如今，我们这种做法
得到了顾客们的认同，他们也不再是之
前的‘剩菜客’了。”吕启明说，为了
响应“光盘行动”，我们还在点餐模式
上下功夫，对散客推出“半份菜”、“限
量订餐”、餐后打包、主食小量化等，
顾客的理性消费，使浪费现象越来越
少，餐桌更加文明。

通讯员 檀志扬

酒席只上八道菜 “光盘行动”成风尚

乡村小农庄托起舌尖上大文明

8月19日上午，在望江县高士镇佩
山村聂兴组一个生态稻虾种养基地，贫
困户聂结才正在抓捕精小龙虾。他今年
承包10多亩农田，发展稻虾产业，今
年已经收入5万元，走出了一条脱贫致
富路。产业是脱贫之基、强县之本、致
富之源。近年来，佩山村引导贫困户发
展特色产业，让贫困户发挥自身“造
血”功能，实现稳步发展。

佩山村地处丘陵地区，主要农作物
以粮、油、棉以及其它农作物种植为
主。在决战脱贫中，该村引导贫困户发
展特色产业，贫困户聂结才便是其中受
益者之一。聂结才身体残疾，又患骨质
增生，生活拮据。去年年底，佩山村村
两委帮助他协调，承包了 10 多亩农
田，鼓励他发展生态稻虾种养项目，并
为他申请申报特色种养补贴，并邀请技
术人员手把手传授他生态稻虾种养技
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他收入5

万元。“在村两委的帮助下，我不仅脱
贫，而且已在小康路上快跑。”聂结才
激动地说，下一步，他将扩大生态稻虾
种养规模，期盼早日实现致富。据了
解，仅今年，该村引导27户符合条件
的贫困户发展特色产业，并为他们申报
了种养补贴。

不仅如此，该村还帮助贫困户推销
特色农产品，通过电商扶贫等销售渠道
帮助农户将积压的农产品销售。尤其是
通过电商网络销售和县扶贫办、芜湖镜
湖区的对接帮扶宣传，使村里食品油销
量大幅提升。

在安徽省宝天农贸公司务工的聂入
枝说，她丈夫8年前因一次车祸，变成
了“植物人”，生活十分贫困。“安徽省
宝天农贸公司主动联系我，在公司务
工，一天收入100元。”聂入枝说，另
外，她还可以一边种油菜，一边照顾丈
夫和父母，每年，该公司以高出市场价

收购她家油菜籽。“如今，我家已经顺
利脱贫，有了稳定收入，生活会越来越
好。”据了解，目前有10多户贫困户在
安徽省宝天农贸公司务工，最高的贫困
户一年收入近4万元。

近年来，该村积极开发公益性辅助
岗位。将光伏收益和产业收益资金80%
开发用于村级公益性岗位，结合人社7
个公益性岗位，今年再开发了8个辅助
性岗位及17个临时性岗位，在疫情防
控期间，让不能外出务工的贫困户参与
到防疫宣传、消毒、劝返等工作中，后
期将继续开发公益性岗位安排居家就业
的贫困户参与森林防火、公共卫生管
理、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截至目前该
村所有贫困劳动力全部实现就业。

据了解，佩山村已为195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认真制定了2020年“一户一
方案、一人一措施”，共制定1221条措
施，涵盖了鼓励引导务工就业、教育资

助、代缴医保、免费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社会保障兜底、光伏收益、资产受
益、扶贫小额信贷受益等多方面，另
外，该村 112KW 村户联建光伏电站，
2019年度共产生收益73111元；在武昌
湖湿地小镇投资79余万元的佩山村旅
游开发项目，每年可产生效益4.7万余
元；投资20万元入股东江禽业，年保
底收益1.2万元，这三个产业每年可为
村集体经济增加收益16万余元。

“目前，佩山村已经建立增加村集
体收入和贫困户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
通过强化扶贫项目管理和扶贫资产后续
管理，不断培育村集体经济稳定增长
源。”该村村书记吴长川说，目前，他
们在做好“防返贫、控致贫、稳脱
贫”的同时，继续引导贫困户发展特色
产业，让贫困户端稳就业“饭碗”，引
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引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本报讯 在怀宁县江镇镇
江镇村，有两栋联排二层楼
房，这里就是青年小伙陈真办
在村里的欣奕服装有限公司。
服装厂的建立不仅解决当地村
民在家门口就业问题，同时也
将闲置的校舍重新利用起来。

走进二楼的服装车间，只
见宽敞明亮装着空调的车间
里，10多名工人正坐在机台前
操作机器。陈真在车间里来回
走动，认真检查产品质量。

“我们主要是生产加工各种睡
衣。”陈真指着摆放整齐的成
品睡衣说。

今年33岁的陈真，初中毕
业后，只身外出务工，先后在
深圳、江苏等地做过白案。有
一次，陈真在常熟无意中碰到
一位从事电商的同学说，自己
主要是线上经营服装，但缺少
线下实体。说者无心，听者有
意。陈真萌发了回乡创办服装
厂的想法，他这位同学得知
后，也鼎力支持。

2019年底，陈真通过多方
考察后，决心利用自己多年在
外打拼积累的资金和先进管理
经验，回到家乡江镇镇江镇
村，租赁下本村两栋小学校
舍，改造成标准厂房。

今年7月，陈真投资30多
万元购置平台、锁边电脑等设
备20台，注册了公司。服装厂
一切设备调试成功后，便开始
招工。

“目前是创业初期，只招
收了10多名农村剩余劳动力。
到明年扩大生产后，就能解决
几十人就业。工人保底工资是
每月 3000 元，等到熟练操作
后，每月工作能达到6000元以
上。”陈真介绍说，家乡的创业
环境好，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
力，在家乡办企业，不但自己能
够致富，乡亲们在家门口也能
实现就业。同时推动乡村经济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陈真通过外出学习、参
观，拓宽了一些销售渠道，由
于公司加工的服装质量好、工
期按时，厂子的信誉好，服装
订单应接不暇。仅一个月时
间，陈真的服装加工达到6000
余件。“在家门口上班，每月
不但能拿到 3000 多元钱的工
资，还可以照顾家人。往年外
出务工，可苦了正在读书的孩
子和家里的老人，我们打心眼
里感谢陈真。”在服装厂上班
的村民沈玉娟高兴地说。

（通讯员 怀扬 杨笙）

怀宁
青年回乡创业 带领村民致富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机
关党员干部节约意识，切实培
养节约习惯，营造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的文明氛围，宿松县
人民法院机关党委近日组织开
展“光盘行动·从我做起”系
列主题党日活动。

一封倡议书，节约观念入
人心。该法院印制《节约粮食·

“光盘”行动倡议书》，张贴在院
食堂，并分发给每位干警，同时
在诉讼服务中心向前来咨询立
案的当事人进行发放，呼吁大
家从自身做起，以“光盘”为荣，
拒绝“剩”宴，带动身边人一起
节约粮食，营造“浪费可耻、节
约光荣”的文明氛围。

一面承诺墙，光盘行动齐

参与。法院在机关食堂张贴
“光盘”行动承诺背景墙，党
员带头开展签字活动，现场气
氛活跃，反响热烈。全体干警
将签名与承诺镌刻在活动墙
上 ， 就 餐 时 抬 头 即 是 “ 承
诺”，以此时刻提醒自己文明
就餐，节约粮食。

一支劝导队，监督提醒促
落实。法院组织党员干部成立

“光盘”行动劝导队，每日安
排两名党员干部担任劝导员，
佩戴红袖章，于就餐时间在食
堂进行劝导，提醒大家“吃多
少打多少”，“少取勤添”、“尽
量将盘中食物吃完，避免浪
费”等等。

（通讯员 陈娟）

宿松
节约意识入人心

“张总，厂里的用电情况怎样？电
气设备运行状况是否安全可靠？”8月
24日，国网桐城市供电公司党员服务
队员程慧生、张龙、高良才来到桐城
市新渡镇双新产业园安徽格努博尔塑
业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客户的用电设
备和用电需求，及时排查安全隐患，
助力企业发展提速。

安徽格努博尔塑业有限公司已成
产二十余年之久，经过三次电力增容
至现在的两台变压器2250千伏安。夏
季最高负荷达到2.1万千瓦时，所有设
备全部应用电子信息化掌控，是新渡
镇 的 用 电 大 户 。 2019 年 用 电 量
13822590千瓦时，今年1—6月份用电
量为9129092千瓦时，疫情期间供电
公司为该企业减免电费246781.47元。

迎峰度夏期间，国网桐城市供电
公司为确保该塑业公司供电设备的安
全稳定运行，组织党员服务队不断
加大服务企业客户力度，主动上门
走访企业，不定期“义诊”企业的
配电设施、高压配电设施，督促企
业及时整改发现的缺陷，切实增强
企业用电的可靠性；现场了解生产
用电情况，“把脉问诊”企业内部用
电设备，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并帮
助企业解决遇到的用电难题；现场
与企业管理人员进行面对面沟通和
交流，认真倾听客户意见和建议，
就当前供电形势、现行电价标准、
优质服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广泛征
求意见；结合迎峰度夏等重点工
作，主动与客户沟通，宣传供电企

业的服务举措，引导客户有序用
电、避峰用电，得到了广大客户的
理解和支持。同时，现场协助并指
导企业检查配电结构、供电设施及
安全工器具、安全运行管理模式
等，指导落实安全预案情况，对查
出的安全隐患和问题，与企业进行
沟通协调，共同分析供用电双方存
在的安全风险和隐患，为企业夏季安
全可靠用电奠定良好基础。

此外，为了保障辖区内企业客户
夏季用电无忧，确保企业客户遇到用
电故障随叫随到，该供电公司进一步
的加强值班纪律制度，值班人员24小
时坚守工作岗位，并保证通信畅通，
做好备品备件等抢修物资的供应，确
保能够快速反应，安全及时地排除故

障，让企业客户夏季用上安全电、放
心电、舒心电。

通过主动上门为辖区内企业客户
开展安全用电检查，进一步拉近了与
客户之间的距离，增强了供电企业与
客户之间的联系，架起了与客户之间
的“连心桥”，同时解决了企业客户生
产用电上的疑难杂症，保证了企业的
安全稳定生产，为企业营造了安全、
稳定、可靠的用电环境。

（项胜）

让企业用电更安全、更舒心

本报讯 岳西县扎实推进
城乡困难群体法律援助民生工
程，截至7月底，县法援中心
接待法律咨询1027人次，受理
法援案件 304 件，挽回损失
920万元。

政策宣传“全域化”。该
县组建“法律援助明白人”

“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配
合乡镇司法人员、村居法律顾
问，带着农村实用法律知识，
走进全县24个乡镇农村扶贫夜
校，设置宣传台，通过鲜活的
案例，全县域宣讲妇女儿童及
中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开展
《民法典》、《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条例》等专项宣传。

援助网络“集成化”。岳
西县发挥公安、检察院、法
院、工会、妇联等单位及基层
法援工作站联动和会商作用，
组建“中心布局、网上直通”
的全方位服务网络体系，推进
法律援助信息化应用，深化公
共法律服务网络平台、实体平

台和热线平台融合发展，优化
法律援助工作流程，打造集法
律援助、律师、公证、仲裁、
人民调解等功能于一体法律服
务综合平台，“集成化”推进
法援民生工程。

推进服务“精细化”。县
里邀请资深律师对新执业人员
进行法援案件办理程序和实用
技巧培训，提升服务质量；开
辟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
下岗职工等特殊困难群体法律
援助“绿色通道”，开启便民
预约、上门服务，第一时间为
城乡困难群体办理法律援助
咨询和申请服务。选聘 38 名
专职人民调解员，对邻里纠
纷，赡养、抚养、扶养家庭
纠纷，农民工讨薪等案件优
先采取援调对接方式，形成
化解矛盾纠纷的整体合力，降
低法律援助成本，减少群众讼
累，提高工作效率。

（全 媒 体 记 者 汪 秀 兵
通讯员 殷江林）

岳西
“三化同步”推进法援工作

8 月 22 日，宿松县公安局佐坝派
出所民警辅警驾驶反邪教流动宣传
车 深 入 辖 区 王 岭 村 居 民 集 中 点 ，采
取开设“小讲堂”形式进行反邪教知识
宣传。

通讯员 孙春旺 徐松志 摄

流动宣传反邪教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