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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城市的最小单元，是城
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近年来，潜
山市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聚焦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机
制创新，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
下移，用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
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了百姓
的美好生活。

10月 10日，潜山市舒苑小区居民
刘金华来到了社区残疾人服务站。服
务站里，活动平板、踏步训练器、偏
瘫康复机等各种康复训练器材摆放有
序。刘金华脚踏踏板，双手握住拉
环，开始了下午的康复训练。

刘金华今年57岁，她的左臂和右
腿因车祸留下了后遗症，落了个肢体
残疾。“过去，要想参加康复训练，要
跑五六里路，到市残疾人服务中心
去。社区有了服务站，家门口就能享
受免费的康复训练啦，还有社区医生
指导呢。”说起服务站的便利，刘金华
笑容满面。

距离服务站不远处的文化活动中心
里，居民王净松坐在桌前，正聚精会神
地写毛笔字。王净松爱好书法，在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他不仅可以潜心习字，
还能与情趣相投的街坊墨友切磋技艺。

社区残疾人服务站、卫生服务
站、文化服务中心、养老服务中心、
矛盾调处中心……潜山市以基层群众
需求为导向，有效整合文体、医疗、
养老、法援等公共服务资源，不断推
动资源向基层下沉，为社区群众共享
丰富的公共服务。

9月11日上午，潜山市东关社区阳
光城小区的物业公司会议室里气氛热
烈，一场由社居委小区网格长、业主
代表、物业公司负责人共同参加的楼
宇维修验收会正在这里举行。“这次维
修进展很快，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
决，体现了自己小区自己做主！”说话
的人名叫李明，是阳光城小区业主委
员会主任。

数月前，阳光城小区有业主向他

反映房屋外墙渗漏，希望得到维修。
李明随即与业委会成员入户了解情
况，并在居委会的帮助下，与物业公
司进行磋商。“在过去，会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现在有了成熟的协作机制，
从物业确认问题到施工估价再到业主
签字，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上个
月，外墙彻底修好了。”李明说。

东关社区“社居委+物业+业委
会”三方联动机制，是潜山市社区治
理创新的一个缩影，有效解决了小区
道路修缮、安防布设、停车位规划等
问题。“社区共建，充分调动了居民参
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使一批批民生
难题得以破解，居民的满意度大大提
高了。”潜山市梅城镇党委副书记杨九
斤感慨地说。

秋雨绵绵。潜山市阳光城小区44
栋居民徐足英，一手提着购物袋、一
手举着雨伞，走到小区大门口。“滴，
请进！”不到3秒，徐足英就通过智慧
门禁的验证进入小区。“刷脸就能进，

不用门禁卡了。”徐足英说。
进入大门后，徐足英打开手机里

的智慧充电APP。出门前，她将电瓶
车推到了小区的智慧充电站，使用手
机扫码充电。“APP上显示电已经充满
了，正好推回家。”

小区智慧门禁依托人脸识别系
统，能对进出的人员和车辆进行识
别，大大提升了小区的安全等级。智
慧充电桩解决了小区居民特别是高层
住户的充电难题，消除了居民私拉电
线带来的安全隐患。“小区还建了智能
饮水站、自动售货机、智能安防系
统，这些都让居民生活更方便、更安
心。”东关社区4号网格长朱婷介绍说。

放眼潜山城区，智慧家居、智慧物
业、智慧养老等充满科技感的新事物不
断涌现。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
网等新技术，潜山市开足马力加速新基
建，加强新服务，全力打造智慧社区，不
断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曹东艺

资源下沉 治理下移 智慧赋能

社区精细化治理 “绣”出百姓美好生活

金秋时节，在望江县太慈镇茶岭
村，每天都有十多名妇女在茶园忙碌
着，有的在修剪茶树，有的忙着制作秋
茶，一片片绿茶叶经过她们的巧手成为
村民们发家致富的“金叶子”。该地立
足资源禀赋，按照“以茶叶为主导，光
伏、健康养殖为补充”的规划，大力发展
茶产业，撑起了农民增收的一方天地。

积极求变 提质增效

“种植茶叶并不是一时兴起。从上
世纪70年代开始茶岭就已经规模种植
茶叶了，茶文化相当久远，茶岭村民们
更是靠着这百亩茶园才得以安居乐
业。”10月11日，茶岭村村干徐群华指着
茶园笑道。

2016年以前，村里的茶叶产量低、
利润薄，多数茶叶属于无人看管的状

态。“为了扭转局面，我和村干四处调
研，积极向上申报，主动争取产业扶贫
项目。”茶岭村党支部书记徐小怀说。

该村通过土地流转，分别于2016
年和2018年在西至、联盟、腊树三片
建立170亩茶叶基地，采取发包方式对
茶园统一管理，规范修剪，实行病虫
害绿色防治、补助肥料。同时，结合
村内道路建设项目，硬化2.1公里沿茶
园道路。

茶岭村因时求变，抢抓机遇，推进
生态茶园建设，重点打造“一村一品”茶
产业品牌，不仅吸纳11名贫困户对茶园
进行日常管护，还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找准路子。茶产业实现了由低产茶园
向中高产茶园提质、粗放型管理向精细
化管理增效的转变。截至10月上旬，全
村茶园面积发展到800亩，产量24000
斤，总产值1440万元。

转型升级 助民增收

据悉，多年来，茶岭村茶叶加工仍
然处于较低层面，加工企业大多厂房简
陋、设备陈旧，特别是家庭作坊式的加
工点，多是加工与住宅合二为一，场地
狭窄，只能手工生产低劣的烘干茶，技
术含量低，产品质量低。

面对这一情况，村两委决定实施一
批资产类收益性产业扶贫项目，并于
2017年开始建设现代化加工厂房，引进
一套先进的配套设施，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产品质量。投资105万元的茶叶加
工厂建成后，不但改变了厂房不标准、
无法加工高端产品的难题，而且极大地
推动了产业发展提档升级。

“农场规模虽然不大，但却让我顺
利脱贫致富。”海峰家庭农场负责人徐

希满感慨万千。2017年，徐希满因病致
贫，在村里的帮助下，他一人承包了57
亩茶田，利用套种方式种植茶叶、油牡
丹、油茶树等经济作物，配套设施的建
设让他的茶叶质量大幅提高，收入大幅
度增加，于2019年顺利脱贫。

茶岭村群山环绕，土壤肥沃、气候宜
人，适合多品种种植。该村目前已建立起
以翠源家庭农场、成平家庭农场为龙头的
茶叶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模式。带
动贫困户82户，与贫困户签订原材料收购
合同，在同等情况下优先收购贫困户茶
叶。通过新型经营主体带动，贫困户种植
的茶叶不愁销路，大大提高了贫困户收入。

据了解，太慈镇茶岭村共有建档立卡
户365户1328人，仅通过实施茶叶产业扶
贫项目，已脱贫82户287人，减贫成效明显。

全媒体记者 付玉 通讯员 嵇
奕华 杨新梅

绿叶变“金叶” 减贫助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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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名片越擦越亮

目前，我市拥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32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11件，2019年地
理标志实现综合价值超过28亿，地理标
志经营户1211户，龙头企业69户，地理标
志受益农户达5.7万户，受益贫困人口4.9
万人。培育了一批如“岳西翠兰”“太湖小
黄花鸡”“桐城水芹”“怀宁蓝莓”“望江黄
鳝”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地理标志的培育和运用在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彰
显。今年6月，经论证遴选，“岳西翠兰”
作为我省唯一入选项目，成功申报国家知
识产权局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项目。

网友微评
莫听声且徐行：我认为好的“地理标

志”，不仅是“地名+产品”这么一个称
号，而是一个相互成就的牢不可破的联

系。比如“绍兴黄酒”“金华火腿”“镇江
香醋”，简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样
会带来两个效益，一个是产品因为地方
特别有市场，另一个是地方也因为产品
更加有名。在安庆范围内，最接近这个
标准的应该是“岳西翠兰”了，不过，显然
还到不了前面提到的那几个在全国都有
知名度。当然，要打响知名度，不仅要脚
踏实地把产品做好，也要在品牌经营上
下功夫，我们所培育的这些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潜力还是
有的，继续努力吧！

博物馆成热门景点

安庆市博物馆于9月28日正式对外
开馆，目前有安庆古代文明陈列、安庆近
代文明陈列、黄梅戏艺术陈列、安庆书画
陈列、安庆钱币陈列、安庆城市记忆、安庆
文物精品展7个展览对外开放。目前该

馆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采取网上预
约、错峰限流等方式对市民开放，每天限
制人数1000人，上、下午各500人。国庆
长假期间，除周一正常闭馆以外，博物馆
每天预约满员。特别是文物精品展、古代
文明陈列、城市记忆展馆拥有超高人气。

网友微评
Suso1234：听说市博物馆正式开馆

的消息，我第一时间就带着一家人都去
参观了。虽然现在是限制人数，但一进
去还是能体会到咱们安庆人对这个博物
馆的超高期待，那人流量肯定是满员
了！作为外行，我们进去也就是看个热
闹，那算是看着了，尤其是那古街道的复
原，恍如穿越到古城了，搞得相当不错。
至于文物什么的，我们不太懂，不过能看
出来很多都是珍品，能很好地展示安庆
悠久的历史。嘿嘿，以后有外地朋友来
了，再也不愁没地方带人家逛，没地方让
人家了解安庆了。

10月14日，在安庆市宜秀区燎原
社区垃圾分类积分兑换点，附近居民
将家里的不用破旧衣物兑换积分，然
后用积分兑换肥皂、洗衣液、餐巾纸
等生活必需品，通过积分换物，进一
步提升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的意
识。当天共有35人兑换物品107件，3
人送来可回收物68.6公斤。
全媒体记者 路欣 通讯员 查庆 摄

绿色环保人人参与

本报讯 近日，怀宁县高河
镇计生协在查湾村开展宣传服务
活动，工作人员耐心向群众宣传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流动人口均等化
服务、健康促进等知识，医生还为
群众测量血压，讲解高血压的危害
和防治知识，提醒高血压患者要合
理膳食、戒烟限酒适量运动、心理
平衡，定期测量血压，活动现场不
时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

高河镇以家庭发展“十百
千”工程为契机，紧紧围绕生活
指导、心理咨询、知识讲座、就业
培训、留守儿童看护、健康促进
等方面内容，在査湾村建立家庭
发展服务中心，以更加亮丽的服
务环境为群众提供拓展型、家庭
式温馨服务。

查湾村家庭发展服务中心
通过传递人性化服务，让幸福
的祥云飘进每一个家庭，让家
庭发展服务中心成为社区居民

的第二个家。中心面积约 1000
多平方米，设有儿童乐园、E智
空间、家庭发展服务室、健康
生活指导室等多个功能区。该
村通过家庭发展服务中心创建，
增强群众保健意识、改善自我保
健能力、提升健康素养；婴幼儿
家庭的科学育儿知识普及率明
显提高；老年人的家庭在老年健
康管理、健康促进和日常保健、
照护等方面的能力明显提高；尊
老爱幼、男女平等等家庭美德
得到弘扬，家庭关系更加和
谐，乡村环境得到优化。家庭
发展服务中心成为吸引辖区村
民集聚的场所，使广大村民更
好地融入现代农村生活。

与此同时，高河镇计生协会
以“大卫生、大健康”为服务理
念，着力解决群众健康服务“最
后一公里”的现实问题。
（通讯员 檀志扬 刘晓勇）

怀宁
为群众提供拓展型家庭式温馨服务

本报讯 为解决全市中小
企业危废处理难、成本高的问
题，桐城市创新思维，积极引进
符合条件的第三方单位参与危
险废物有关设施的投资和建设，
开展专业的危险废物收集、储
存、外运处置工作，大大消除中
小企业心头之“患”。

建设“工业绿岛”，降低治
污成本。该市引进设立安庆聚
成环境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入驻
桐城市双新园区，建设了 1200
平方米的标准危废仓库，截至
目前已为150多家企业提供危废
的储存、处置服务，累计转移
处理危险废物约50吨，协助处
置环境应急事件2起。从而改变
过去中小企业在寻找处置单位

时，经常因量小、种类杂被拒
之门外，有时不得不付出高昂
处理费用的不利处境。同时也
有利于监管部门有效管控危废
违规处理环境风险。

搭建管理平台，服务过程监
管。依托安庆聚成公司面向市
内小微企业搭建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转运信息平台，接受环保部
门监督。同时环保部门通过加
强业务培训，支持安庆聚成公司
延伸服务链条，在危废包装、堆
放场所、管理台帐、标识标签、转
移备案等方面给予企业“保姆
式”服务指导，提高中小企业危
险废物管理能力。

（全媒体记者 付玉 通讯
员 孙炜）

桐城：
打造治污“绿岛” 服务小微企业

本报讯 为解决贫困户就
业，助力稳脱贫，望江县漳湖镇
打出就业扶贫“组合拳”，通过建
立务工就业台账、疏通务工信息
渠道、开发贫困劳动力公益岗位
等措施，促进贫困人口就业。

开展贫困劳动力就业摸底，
建立务工就业台账。早在疫情期
间，漳湖镇便通过电话对全镇建
档立卡贫困户务工情况进行了信
息采集，详细掌握务工时间及务
工所在地，并录入国务院扶贫开
发系统，做好动态更新工作。

帮助贫困劳动力返岗务工，
疏通务工信息渠道。全面摸清
贫困劳动力外出返岗务工需求
和意愿,加强与输入地信息对接,
采取“点对点”“一站式”直运服
务等多种方式，帮助贫困劳动力
尽快返岗复工。

开发贫困劳动力公益岗位，

促进贫困人口就业。全镇各村
在前期共开发公益性岗位44个
的基础上，再增加保洁、护路、防
火等公益岗位，通过规范岗位管
理、优先安置因疫情影响未就业
的贫困人口，与贫困户签订劳务
协议，截止目前全镇开发光伏扶
贫固定性公益岗位167个，助力
贫困劳动力就业。

实现贫困劳动力就近务工，
加快增收脱贫步伐。通过扶贫
车间和龙头企业的复工复产，吸
纳贫困户就地就近就业，落实企
业及贫困人口就业奖补政策，共
安置贫困人口就业237人。如，
幸福村扶贫驿站吸纳贫困人口
就业 12 人，人均月工资 3500 元
左右，在家门口就业既保证了收
入不减，又照顾到了家庭。

（通讯员 嵇奕华 全媒体
记者 付玉）

望江：
就业扶贫“组合拳”助力稳脱贫

10月 12日，宿松县破凉镇卫
健办、计生协、老龄办联合新家
庭发展中心在破凉社区广场开
展计生特殊家庭关怀关爱宣传
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特扶
家庭详细讲解了高血压、慢性病
等慢性病防治知识、社保优待政
策和老年人意外伤害险等保险
知识，发放老年人健康保健宣传
资料和特扶资金发放温馨提示
卡。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和司法

工作人员对相关人员开展了心
理疏导，提供老年人权益保护法
的讲解服务。

此次活动中，该镇工作人员
走近特扶家庭，认真倾听他们的
心声，深入了解他们的诉求，特
别是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全面恢
复生产生活秩序期间的需求，及
时给予关怀和帮助，不断提升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
讯员 黄小胜）

宿松：
开展计生特殊家庭关怀关爱宣传服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