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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多点发力全方位推进公共卫
生体系建设。项目建设推动。争取到
下达的四批卫生领域专项债券项目18
个，发行债券融资 18.5亿元；申报卫生
领域抗疫特别国债项目35个，截至目
前，已下达抗疫特别国债 2.5 亿元、安
排项目13个。院校人才支撑。推进安
庆师范大学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建
设。调研形成《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
设调研报告》，初步确定公共卫生、医
药等领域专家 14 名，筹备建设人才智
库。医药产业保障。亿帆医药、普利
制药等4家企业荣登2019年度中国化
药企业百强榜，首个执行 GMP 标准的
康正康仁新药研发基地投入使用。完
善应急管理。对接清华大学辰安公
司和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结合“十
四五”规划编制，完善医疗废物处置
体系和环境应急监测能力。 卫 健

我市多点发力全方位
推进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迎江区硬核举措稳定灾后民生基
本盘。资金强力保障。安排防汛资
金 614 万元，核查农作物受灾面积约
24000 亩，支付赔款近 184 万元，发放
救助资金2390万元，发放农业支持保
护补贴资金 286 万元，涉及农户 9224
户。创新就业渠道。采取线上招聘
与现场招聘相结合的方式，提供就业
岗位 2762 个，进场求职人数达 3000
余人，达成就业意向598人；发放培训
补贴 125 万元，开展职业技能岗位培
训936人次。抓牢民生工程。制定各
单项民生工程实施办法和民生工程
考核方案，已到位资金 6651 万元，拨
付 资 金 5130 万 元 。 完 成 2019 年 度
10000 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强力
推进林业PPP项目建设。 迎 江

迎江区硬核举措
稳定灾后民生基本盘

怀宁县金拱镇扎实做好惠农补
贴申报工作，确保补贴资金及时发放
到位，纾解灾后农民恢复生产遇到的
资金困难。日前，该镇召开专题会议
进行惠农补贴工作的政策宣传和业
务培训，明确各村及相关单位的分工
和责任，由各村负责统计上报补贴面
积数据，农业站负责数据复核和信息
公示，财政所负责打卡发放补贴资
金。据统计，该镇本年度农业支持保
护补贴申报面积30546.3亩，申报补贴
资金3878477.06元，在8月底全部通过

“一卡通”发放到户，惠及全镇6188户农
民；稻谷生产者补贴申报面积26872.99
亩，申报补贴资金 1179186.8 元，惠及全
镇 57 名种粮大户。 张 虎

怀宁县金拱镇惠农补贴
“一卡通”发放到户

望江县延伸文化服务触角丰富
群众精神食粮。开辟留守小课堂。
开辟留守儿童学习室，每周开放时间
35 小时以上，周末及寒、暑假期延长
开放。定期安排志愿者进农家书屋
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指导。开展送
书进社区、进农村、进校园、进企业活
动，打通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打
造指尖小学堂。开通“书香望江”“扫
码看书，百城共读”等全民数字阅读
服务平台；针对农民工群体，实行流动
送书、网上借阅，实现“通借通还”。建
立数字图书馆，每年购买数字资源电
子书 5 万多种、期刊 1 万多种，图书馆
荣获安徽省“十佳阅读推广空间”称
号。搭建乡村小讲堂。统筹整合闲置
学校、居民院落等场地资源，从本村帮
扶干部、致富能人中选聘人员担当兼
职教师，围绕政策法规、农业技术、移
风易俗等方面，采取专题讲座、现场帮
教等方式传授知识。 望 江

望江县延伸文化服务触角
丰富群众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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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秋老虎”威力仍
在，在怀宁县月山镇月石社区陈冲
组的山林间，一群群土鸡在树荫下
追逐觅食，56岁的陈国联手持木棍
穿梭巡逻着，此时他已是汗流浃
背，但脚步依然轻快有力。

这里，12000只土鸡在山间自由
活动，100多亩的养殖范围内，3个
鸡舍分布在不同地方。陈国联每日
巡逻，就是为了减少麻鹰、野狗、
黄鼠狼等来叼鸡。

陈国联是2014年建档立卡贫困
户，从家庭深陷窘境到养殖土鸡顺
利脱贫，他靠着辛勤劳动，终于在
2018年实现了这一转变。

原本，陈国联夫妻和一双儿女
在浙江共同经营着一家餐饮店，陈
国联有着一身好厨艺，家人给他打
下手。在他乡，一家人勤劳肯干，
逐渐有了一些积蓄。不幸的是，

2006年，妻子罹患癌症，陈国联一
家人的生活从此改变。

为了给妻子治病，陈国联不仅
花掉了家中多年的积蓄，还借了外
债，餐饮店也转让出去了。在辗
转各大医院治疗几年后，他带着
妻子回了家，开始在本地医院定
期检查、定期治疗，儿女则在外地
各自务工。

在陈国联的悉心照料下，妻子

病情开始稳定下来。2018年，经过
熟人介绍，他走上了养鸡之路。陈
国联申请了扶贫小额信贷5万元，还
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搭起鸡舍
后，他购进了4500只鸡苗，就这样
开始摸索着养鸡，月山镇农业站也
给他提供了不少指导。

每天，陈国联天不亮就起床，
从家里走到山顶，再到山腰，再到
山脚，手持木棍巡逻。8点钟左右，

他给鸡喂食、喂水，然后继续巡
逻，傍晚再给鸡喂食、喂水一次。
他还趁着巡逻间隙，去集镇摆摆
摊，去给人送送货。女儿、儿子也
先后从外地返回，帮他一起养鸡。

一开始，陈国联的土鸡和鸡蛋
销路并不畅通，在月山镇、月石
社区帮扶责任人及乡村振兴专干
的帮助对接下，陈国联相继和周
边3家工业企业还有一些餐饮企业

达成了供货约定，这些成为他的
主要销路。

养鸡当年，陈国联就从这一产
业中获得纯收益3万元。受益于健
康扶贫政策，陈国联妻子现在检
查 、 治 疗 方 面 支 出 已 经 大 大 减
少。2018 年底，一家人顺利实现
脱贫，陈国联养殖土鸡的规模也
开始扩大。

陈国联靠着辛勤劳动摸索出了
一条脱贫道路，现在，月石社区还
有 15 户贫困户跟他发展合作养殖，
户均投入120只土鸡，并根据需要在
山场务工获得收入。去年，发展合
作养殖的贫困户户均分红650元，并
获奖补720元。今年，15户贫困户户
均奖补资金1550元已经到账，分红
数额也将超过去年。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胡 浩

养鸡走出脱贫路

家住宿松县二郎镇的吴兴亚，
为了生活方便，根据开发商的口头
承诺，去年自行加盖了一间厨房。
但是，厨房建好没几天，就因为违建
被政府部门拆除。吴兴亚认为自己
经济受到损失，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
责任。双方为此闹得不可开交，最后
找到镇综治中心乡贤调解员吴金波

“说理”。吴金波在调查了解基础上，
形成调解意见，开发商自愿支付7600
元给吴兴亚，双方终于握手言和。

目前，宿松县共有308个像吴
金波一样的乡贤调解员，活跃在矛
盾纠纷排查化解一线，成为社会治
理新鲜因子。

规范“一室”
搭建乡贤调解平台

为 解 决 乡 贤 调 解 工 作 无 平
台、办公无场所、运行无机制等
问题，宿松县专门下发文件，对
乡村两级乡贤调解室的硬件配
置、人员选配、工作流程、运转机
制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不断推
进乡贤调解工作规范运行，切实
做到“六有”：即有固定场所、有
本土乡贤、有工作制度、有专人
管 理 、有 工 作 台 账 、有 办 公 设
备 。 乡 贤 调 解 室 设 在 乡 镇 、村
（社区）综治中心，并在显著位置
公示乡贤调解员的姓名及简介
等基本信息，工作职责、工作制
度、工作流程等上墙。

按照“一地一品一特色”“成熟
一个命名一个”的工作思路，宿松
县已命名了二郎镇金波、复兴镇新
民、高岭乡汪冲村互和叔等 3 个

“个性化调解室”，县东北新城因地
制宜，把乡贤调解室与乡贤（好人）
馆一体设计、一并建设，在浓厚乡
贤文化中推动调解工作。

通过示范推动、典型引领，
纵深推进乡贤调解室建设和乡
贤调解工作。

目前，全县共建成241个乡贤调
解室，覆盖到所有乡镇、村（社区）。

选优“一库”
激活乡贤调解资源

“调解是一项充满智慧的工
作，既有专业性，又有艺术性，
一定要推选出公道正派、群众公
认的人员，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
范 乡 里 ，有 效 化 解 各 类 矛 盾 纠
纷。”宿松县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凌勇说。

为此，该县出台了乡贤评选标

准、基本条件、评选步骤，通过组织
推报、宣传推介、开展评选、进行公
示、颁发证书等程序，组建全县乡贤
人员库，全县共评选出乡贤 720
人。各乡镇、村（社区）从县乡贤人
员库中，立足本地，选择为人正直、
办事公道，善于沟通、调解有方，口
碑好、威望高的乡贤308人，组建了
乡镇、村（社区）乡贤调解人员库。
乡贤调解人员库中既有“五老”人
员，也有优秀党员、致富能人、法律
工作者和有志青年，涉及社会各行
各业贤达人士。乡贤调解员由乡镇
综治中心统一调配，参与来访群众
接待、矛盾纠纷排查和调处等。综
治中心可根据实际情况，现场指派
或由双方当事人自主选择乡贤调解
员参与调处工作，最大限度地确保
调解公平公正。

该 县 二 郎 镇 乡 贤 吴 金 波 曾
长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总支书
记 ，还 担 任 过 县 人 民 法 院 陪 审
员，基层工作经验非常丰富。他
离任村总支书记后，就被聘请到
镇综治中心从事调解工作。宿
松县公安局退休民警司新民，在
岗时就是矛盾调解能手，2014 年
退休后，复兴镇就聘请他为乡贤
调解员。

发挥“一优”
提升乡贤调解质效

“乡贤们地熟、人熟、事熟、面
熟，德高望重，生活在群众中间，为
乡亲所信任，对当地各种矛盾纠纷
号得准‘脉’、开得了‘方子’。”二郎
镇党委书记余菽华说，镇里共聘请
了18名乡贤作为专兼职调解员，在
镇里成立了“金波调解工作室”，切
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当地，该镇连
续 3 年被评为“无越级访、无集体
访、无重复访”的“三无乡镇”。

今年6月份，二郎镇发生一起
死亡2人的意外事故，死者亲属情
绪激动，要找责任人“麻烦”，矛盾
一触即发。“金波调解工作室”调
解员吴金波及时介入，释法说理，
纾解情绪，经连续 3 天工作，死者
亲属接受了吴金波调解意见，矛
盾及时化解。

宿松县立足乡贤固有的优势，
充分发挥乡贤“宣传员”“调解员”

“信息员”作用，及时排查发现各类
矛盾纠纷，收集反映社情民意，及时
向群众宣传解释各项惠民政策、村
务政务、重大决策、重要工作部署
等。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及时向综

治中心报告，第一时间介入，做到早
发现、早报告、早化解，搭建“连心
桥”、画好“同心圆”。

该县高岭乡延伸乡贤调解阵地
建设，乡村分别成立乡贤调解工作
室，各组成立乡贤调解之家，全乡共
有8个乡贤调解工作室、28个乡贤
调解之家，乡贤参与土地、婚姻、邻
里关系、民生工程建设等矛盾纠纷
的调处率达95%以上，在工程建设、
拆危改厕、环境整治、河道改造、脱
贫攻坚等工作中起到沟通上下、协
调左右的作用。2019年社会矛盾纠
纷大幅度下降，全乡民生类信访事
件同比下降了30%。

该县东北新城共聘请了 12 名
乡贤作为专兼职调解员，建立了

“乡贤+”人民调解、“乡贤+”行政
调 解 、“ 乡 贤 + ”司 法 调 解 、“ 乡
贤+”文明宣传、“乡贤+”扶贫济困
等联动社会治理模式，自 2017 年
以来，每年化解各类复杂矛盾纠
纷达30余起。

打造“一品”
增强乡贤自豪感归属感

及时总结提炼具有个人特色的
矛盾纠纷调处方法，鼓励支持成立

以个人名义命名的乡贤调解工作
室，宿松县培育孵化了一批根植基
层、贴近群众的品牌化、专业化、
个性化的调解工作室，一方面做
到示范引领，一方面增强乡贤自
豪感归属感。

复兴镇“新民调解室”乡贤调
解员司新民，总结出了“第一印象
法、群众语言法、情感交融法、换
位思考法、情绪调理法、把脉问病
法、儿女情长法”等十二种调解工
作法，并灵活运用到矛盾纠纷调
解中。自 2017 年 9 月该调解室成
立以来，共成功调处各类复杂疑
难矛盾纠纷 80 余起，有效化解信
访隐患20余起。

二郎镇“金波调解工作室”乡
贤调解员吴金波，总结形成了“深
入调查、耐心沟通、友好协商、以案
普法”的金波调解“四法”，自 2019
年11月调解室成立以来，共调处各
类矛盾纠纷 30 余起，其中疑难复
杂纠纷 7 起，形成书面卷宗的 16
起，调解成功率100%。

做实“一补”
强化乡贤调解保障

“县里专门出台了文件，按照‘一
案一补’方式，给予我补助，2019年，
我共领取4380元，另外乡里每月还
给了我一定固定补助。”宿松县佐坝
乡柳咀村乡贤调解员付水国说。

为激发乡贤调解员的积极性，
宿松县制定了《人民调解案件“一
案一补”暂行办法》，将乡贤调解
纳入人民调解个案补贴范围，确
定补助标准，规范案补流程，强化
审核审批。根据暂行办法，口头
调解按照每案 15 元、书面调解根
据调解纠纷难易程度、调解质量
和结案形式等，每案按 80 元至
1000 元不等标准，补助乡贤调解
员调解经费。县财政每年拨付80
万元作为人民调解专项经费，各
乡镇根据乡贤年度调解工作量和
发挥作用情况，给予一定的经济
补助，为乡贤调解提供财力保障。

“我们建立‘五个一’乡贤调解
机制，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努
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的实践探
索。下一步，将不断完善群众参与
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基本
形成在党组织领导下自治、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更好
地实现基层善治，更好地促进社会
大局和谐稳定。”凌勇说。

“乡贤调解”开拓基层治理新路径
通讯员 刘柳斌

为创新社会治理，持续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和发展，宿松县不断开拓思路，结合本地
乡贤文化底蕴深厚的实际，推动乡贤文化与人民调解相结合，先后制定了《关于完善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机制的实施意见》《关于建立乡贤调解工作室的实施方案》《关于创新社会治理推深做
实乡贤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通过“五个一”载体，建立健全乡村两级乡贤调解组织，逐步完善
乡贤调解与县医调、交调、商事调、家事调等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相结合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
系，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宿松版，做到“小事不出村（社区），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

在怀宁县月山镇月石社区，村民陈国联家曾因病致贫。他奔走多年，为妻

子治病，在他的悉心照料下，妻子病情开始稳定下来。2018 年，他走上了养鸡

之路，当年实现脱贫，养殖规模也开始扩大。陈国联靠着辛勤劳动摸索出了一

条脱贫道路，现在，他还带动月石社区 15 户贫困户发展合作养殖，贫困户享

受分红和奖补资金，并在山场务工获得收入。

宿松县高岭乡乡贤调解室调解现场。 通讯员 卢瑞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