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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真新闻传真
“十三五”期间，潜山市坚持以端

稳就业“饭碗”，斩断贫困“穷根”为
目标，积极推进稳就业惠民生助脱贫
工作，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
业，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更
加充实。

就近就业，让脱贫致富跑
出“加速度”

一大早，五庙乡杨畈村伟诚服饰
就业扶贫车间就迎来了上班潮，她们
中绝大多数都是来自附近村庄的农家
妇女，在这里，她们伴随着机器“嗡
嗡嗡”声，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以往
没有车间，我们只能在家做做庄稼，
现在在这里上班，每个月大概都有
2000多元收入，杨畈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涂满云这样说道。

家里老人和孩子也能顺便照顾
到！”解决村民就近就业问题，就是
为贫困群众谋长远、解远忧的真招
实招。“十三五”以来，潜山市充分
利用废旧村部、学校，空置厂房，

建成一个个就业扶贫车间，实现沉
睡资源“满血复活”。同时，将扶贫
基地、居家就业扶贫基地、公益性
岗 位 作 为 推 进 就 业 扶 贫 的 重 要 载
体，让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实现挣钱
顾家两不误。

目前，潜山市依托35家就业扶贫
基地、511 家居家就业扶贫基地、40
家就业扶贫车间，打造出受到省政府
通报表扬的“20 分钟就业圈”，实现
2315 名贫困劳动者就近就业。

转移就业，让养家糊口变
成“腰包鼓”

去年2月19日，搭载有35名潜山籍
务工人员的专车，从潜山出发，前往浙
江湖州进行省外务工就业。潜山市一手
抓本地就业，一手抓转移就业。积极为
潜山籍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提供就业
信息咨询和牵线搭桥服务，在内输外送
方面起到纽带桥梁作用。

近些年，潜山市不断加大劳务对
接输出力度，积极开展“接您回家”

“送您上岗”活动，不断把拓宽就业
渠道增收致富引向深入，实现年均转
移就业 10 余万人，其中贫困劳动
力转移就业近4万人。今年，该市已
有4万余名贫困劳动者实现省内外转
移就业，较2019年底转移就业增加近
千人。

技能培训，让就业技能更
有“含金量”

“哦，哦，哦！宝宝不哭不哭，阿
姨带你去找妈妈去，好不好？”“洗
澡、换尿 布 、 喂 奶 粉 、 做 排 气 操
……”这些场景和动作，月嫂产翠
平最熟悉不过。早些年，产翠平的
丈夫因为车祸落下残疾，她家被评
为贫困户。因为没有技能，她干过
很多工作，开面馆、做早点……收
入低，还干不长。后来，听到同村
有姐妹说自己做月嫂每个月有七八
千收入，心中就生出了要当月嫂的
念头。很快，就报名参加了免费家
政培训班。培训结束后，又参加了高

级育婴员培训班，并赴月子会所进行
了为期一周的实习。目前，产翠平已
获得了高级母婴护理师证、育婴师
证，月收入1万元左右。

一技在手，就业无忧。近年来，
潜山市立足解决“一老一小”家庭
养老育儿的操心事、烦心事，把发
展家政服务业作为就业工作的重要
抓手，依托培训机构举办家政服务
（月嫂） 培训班，搭架构、重培训、
强合作、稳输出、助维权、保接送，
全力打造“潜嫂”家政劳务品牌。据
统计，目前潜山市已有 1200 余人
参加了家政服务 （月嫂） 培训，其
中贫困劳动者300余人。另外，已输
送对接城市就业近300人，本地实现
就业280余人。

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定之基。接
下来，潜山市将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以‘十四五’规划为
发展目标，巩固脱贫成果、衔接乡村
振兴，确保人民群众就业“饭碗”端
得更稳更牢更幸福。

通讯员 蒋昌明 潘艺

2315名贫困劳动者就近就业

潜山“20分钟就业圈”：稳了“饭碗”斩去“穷根”

随着春节越来越近，我市不少家
庭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年货，记者走
访发现，我市各大超市、商场已相继
开展第一波迎春节促销活动，粮油、
干货、酒水、糖果以及地方特产等，
都成为市民采购热点。

1月8日晚7时许，天柱山西路一
家大型超市内人头攒动、好不热闹，
各类年货商品琳琅满目，摆放在了超
市最显眼的位置。糖果、牛奶、饼
干、酒类、地方特产等传统应节商品
集中在一起，组成年货专区。现场，
不少市民推着购物车，在各类眼花缭
乱的商品中穿梭，购物热情高涨。

超市糖果专区一名销售人员告诉

记者，早在去年年末，超市就提前根
据往年的销售经验对旺销年货进行了
大量囤货，确保春节期间超市各类商
品货源充足，供应稳定。

记者随后来到菱湖南路一家大型
商场，发现无论是服饰还是食品，不
少商家都打出“年货”标语，抢占市
场。与此同时，还伴随着打折、购物
券、额满减价等优惠活动。

市民王琦表示，每年买年货前，
他都会和爱人列个清单，零食、饮
料、拜年回礼……一次性采购，然后
塞满整个小车后备箱。

2021年是生肖牛年，商场内不少
品牌纷纷推出了以卡通牛为形象的玩

偶和工艺品。萌牛造型的存钱罐、背
包，以及印有各种牛图案的衣服、袜
子等，令人目不暇接。

此外，每年春节前热销的金饰都
少不了生肖元素。在人民路的金银首
饰店内，各种以牛为造型的金项链，
金坠子，金手环等成为当下热门。市
民方薇薇正在柜台前挑选生肖牛的金
坠。她指着一款造型憨态可掬的牛金
坠说，“牛年是我的本命年，想买一只
小金牛，希望能给自己带来好兆头。”

打开各大购物网站，很多有创
意、高颜值的年货映入眼帘，包含小
吃、服饰、电器等。当下，不少上班
族由于工作忙、时间紧，便热衷于足

不出户网购年货，而进口零食、日用
品、电子产品等，成为网购达人过年
送礼的热衷商品。

家住凯旋尊邸小区的上班族胡敏
在网上订购了一台颈部按摩椅，准备过
年送给父母。“好像每到年底，才想起对
自己翘首以盼的父母又老了一岁，也往
往在这个时候，才想起来亏欠他们的东
西太多，陪伴他们的时间太少。”

城区一快递公司快递员杨旭峰建
议，市民网购年货宜早不宜迟。“随着
春节临近，快递公司会出现人手不
足，运力紧张等情况，快递的时效性
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

全媒体记者 唐飞

年货市场“升温”宜城年味渐浓

前不久，司山组两家办喜事的人
家有序在公共食堂办酒席。迎娶儿媳
妇的村民郑风琴不无感慨地说：“要不
是有公共食堂，哪有这么热闹。以前
做大事要么到处借东西、东家坐两
桌、西家坐两桌，操心劳累开支大；
要么饭店办，花销更要多几倍，而且
亲朋好友都夸我们食堂建设的好，支
持我们这样不浪费、不大操大办的酒
席更加俭约接地气呢。”

近些年，怀宁县平山镇大洼社区
群众自筹资金兴建“村民食堂”，村民
办宴席都等到食堂来办，受到当地村
民的普遍欢迎。大洼社区目前9个自然
村庄建成了7个农民公共食堂，并制定
了公共食堂管理制度，组内村民家中
的红白喜事均在公共食堂内进行，并
明确规定一桌不超过12个菜（300元左

右），用烟不得超过15元/包，用酒不
得超过50元/瓶，坚决杜绝大操大办、
奢侈浪费，使用食堂时，需厉行节
约，不得浪费水、电、煤气、食物等
物资。如有上述行为，村民可举报至
理事会，理事会有权对其进行批评教
育，情节严重者可进行处罚。同时，
每年的清明、冬至等节气日，村民组
都会组织在家的的老人们在食堂集中
聚餐，着力弘扬勤俭节约、尊老爱
幼、邻里和睦、新事新办、厚养薄葬
的社会主义新风尚，并从制度上对广
大村民进行约束。

“妈妈，你少点一份，不够再加
吧，老师都说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
不易’呢。”在大洼街道的一家包子早
点店里，奶声奶气的童音引的大家纷
纷看过来，原来是返乡的妈妈带着孩

子来吃早点，长期分别的母亲恨不得
让孩子尝遍所有的早点品种，才有了
上面的一幕。早点店里的食客们都夸
赞起来：“小朋友真不错，节俭养德不
浪费。”“老师教的好，就要让孩子们
养成好习惯、培养好风气。”…….听了
大家的话，孩子妈妈也笑了，摸着孩
子的头，一脸欣慰。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大
洼社区在广大群众中大兴勤俭节约之
风，杜绝奢侈浪费现象，培育勤劳节
俭社会风尚，动员学校、家庭，利用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党员志愿活动
等持续开展节俭养德、文明餐桌、文
明风气宣讲等活动。组织志愿者深入
基层、学校，引导群众从身边事做
起，从点滴小事做起，帮助小朋友从
小 养 成 节 约 资 源 的 意 识 和 良 好 习

惯。
“你妈穷讲究，我们两个人在家还

要用公筷，你说是不是过头了。”
“爸，卫生好习惯就是要从小处做起，
从家里做起啊。”“爷爷思想落后了
哦。”饭桌上李叔又在和李婶较真，这
次他可是被数落了，因为孩子们都回
家了，大家都帮着开导李叔的“老脑
筋”，李叔讪笑着拿起公筷夹菜：“我
也知道哦，这都习惯成自然了。”

在大洼一家超市门口，醒目的
“不戴口罩严禁入内”标语提醒着每一
位进店购物的村民。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宣传管控下，大洼街道每一个商
铺、小店门口都张贴了这样的警示标
语，大家也都形成了出门戴口罩，进
门先洗手等卫生习惯……

通讯员 檀志扬 陈淑华

文明乡风扑面来

本报讯 1月8日上午，宿松
县人民法院许岭法庭公开审理原
告蔡某某诉被告李某某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并当庭宣判，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判
令被告李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五日内，偿还原告蔡某某借款本
金20万元及利息，敲响了安庆市
适用民法典的“第一槌”。

原告蔡某某与被告李某某均
住 在 宿 松 县 许 岭 镇 甘 霖 村 。
2020年 6月 15日，李某某因进
货缺乏资金向蔡某某借款，蔡某
某出于同乡情谊，通过银行转账
向李某某提供了借款。李某某承
诺一个月后归还，约定月利率
1%并出具了借条。借款到期
后，李某某先后偿还蔡某某部分
本金及利息，剩余的20万元本
金及利息一直未偿还。蔡某某多
次催讨未果后，向宿松县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李某某偿还下

欠借款及利息。
因被告李某某下落不明，宿

松县人民法院依法向其公告送达
传票等相关文书。庭审中，原告
蔡某某提供借条原件、银行卡转
账记录等证明与被告李某某借贷
关系存在的相关证据，被告李某
某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辩状及相
关证据材料。

宿松法院经审理认为，合法
的借贷关系应依法予以保护，李
某某向蔡某某借款，蔡某某依约
提供了借款，双方之间的民间借
贷法律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
李某某应当遵循诚信原则，履行
到期返款借款的义务。双方约定
按月利率1%计算利息，符合法
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相关法律规定，遂作
出上述判决。

（通讯员 朱蕾 曹庆党）

宿松 法院敲响了安庆市
适用民法典的“第一槌”

本报讯 1月8日上午，阳光
正好，太湖县天华镇黄镇村的朱
梦枝慢慢地拉下挂面筷，一根根
细丝咸面缓缓伸展开来，沐浴在
温暖的阳光下。“凌晨两点多就
起床忙活，和面、搓盘、醒面、拉
条，做完这些差不多太阳出来
了，再把挂面架推到屋场上晾
晒。”一道手工咸面要经过近二
十道工序才能出成品，和面手
感、面团湿度、精盐比例、天气状
况等各方各面都要考虑到，咸香
的面条凝结了朱梦枝一家细腻
的心思和精力。

花亭湖畔天华镇黄镇村的手
工咸面在太湖县有一定名气，咸
面的手艺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经
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与打磨，
黄镇咸面的味道已经烙印在太湖
人民的心中。在锅底垫上大块新
鲜萝卜，一层一层铺上咸面，最后
淋上一小碗家里熬的猪油，一锅
传统的黄镇蒸面就做好了。手工
咸面有着幸福绵长、延年长寿之

意，常用作红喜事和馈赠亲朋的
上等佳肴，其味道又深得群众喜
爱，是黄镇村的“抢手货”。

如今，天华镇黄镇村的很多
家庭像朱梦枝家一样依靠手工
咸面增加收入，一户人家每天能
做五十来斤。他们起早贪黑地制
作手工咸面，是黄镇村脱贫致富
的技能，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摆
脱贫困、奔向小康，正印证了那
句“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在脱贫政策和帮扶单位的
大力支持下，黄镇村今年新建了
农副产品综合加工厂，准备把制
作手工咸面的农户们聚集起来
统一生产，这样一方面能够保证
食品卫生安全，另一方面加工厂
里投入使用烘干机，做面再不需
要“靠天吃饭”，在扩大生产规模
的同时也能够提升农户的收入。
黄镇村民的幸福生活在这手工
面的咸香味中逐渐显现。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
讯员 朱淦洁）

太湖
一碗咸面盛出幸福生活

本 报 讯 1 月 6 日，大南
门派出所社区民警走进宜城
路街道钱牌楼社区某幼儿园，
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活泼
的消防安全课，并现场组织
火灾疏散逃生演练，帮助孩
子们从小树立消防安全意识，
增强幼儿园师生防范火灾的
能力。

活动中，社区民警还提醒

幼儿园老师：明火的使用和电
器的使用是校园内消防安全重
点防范内容。在校园中，明火
要尽量远离儿童，在使用任何
明火的情况下，都必须有老师
在场。另外，电器设备的开
关、插座、电线尽量摆放到儿
童够不到的地方。

（全媒体记者 唐飞 通讯
员 张伟）

迎江

消防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

1 月 7 日，在桐城市孔城老街景区，
工作人员正在为游客测量体温。为保障
市民和游客身体健康。桐城市文旅部门
及时制定全市各大景区疫情防控方案和
应急处置预案，通过限流、预约、错
峰、限时等方式，降低人流密度，设置
专人，加强人员聚集区域的管控疏导，
严格落实游客体温检测以及“安康码”
核验制度，筑牢疫情防控防线。

全媒体记者 江胜 通讯员 吴春富 摄

景区防疫不放松

本报讯 近日，望江县《鸦滩镇
志》正式出版并跻身第五批中国名
镇志系列丛书13部志书行列。

为挖掘、抢修和保护渐逝的
乡村文化，让新型城镇化“看得
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2015年，望江县鸦滩镇开始编纂
《鸦滩镇志》。编写组本着准确
还原历史，保留乡土文化记忆，
传承传统文化精华的精神，历时
5年编纂完成。

《鸦滩镇志》全书分基本镇
情、名胜古迹旅游、生态建设与
保护、望江挑花、黄梅戏等10个
类目，共计20余万字，重点突出
了鸦滩镇“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黄梅戏鼻祖蔡仲贤故里”、
“安徽省优秀旅游乡镇”、“安徽
省童装及挑花产业集群专业镇”
等具有时代特点、地方特色的内
容，反映了鸦滩镇的历史和现
状，对宣传鸦滩地域特色，彰显
雷池文化品牌，促进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了解，中国名镇志文化
工程是在全国地方志系统全面
开展的国家级文化工程，于
2015年年初启动，2020年出版
的第五批中国名镇志丛书全国
共有13部。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
讯员 彭成）

望江 《鸦滩镇志》入选

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