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宿松县委宣传部建
设线上阵地，加强服务管理，盘活
社会资源，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

该县树立“互联网+”志愿服
务理念，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和移
动互联网技术，开发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管理平台，实现线上统
一管理安排志愿活动。集中管理
各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实
时对接数据信息，共享服务资
源。通过推广平台、利用平台力
量组织志愿活动，不断吸引更多

志愿者和志愿团队入驻平台，目
前平台已累计注册 7056 个志愿
者、503个志愿团队，开展740个
志愿活动，服务时长达 22400 小
时。平台技术人员提供专职线上
服务，实现反馈问题“提出”即“解
决”，保证志愿活动的正常开展。
主动收集平台改进意见及建议，
定期进行统一整改，丰富中心管
理平台功能，降低平台使用门槛，
吸纳更多社会志愿者参与。

（通讯员 宿宣）

宿松创新举措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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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以前出去住院还要
拿医保卡去卫生院办转诊，现在只
要自己在手机上就能直接办理异
地结算，真的太方便了！”近日，宿
松县九姑乡参保居民石女士在手
机上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成功实现自助转诊，在上海市
第四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后通过跨
省异地就医结算系统直接结算，在
就诊医院报销医保费用15092元。

为打通医保便民服务最后一
公里，宿松县加入全国跨省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平台，推出便民新
举措，跨省就医结算掌上办。该
县参保职工和参保居民，实现跨
省就医备案、跨省报销结算全自
助。跨省异地就医备案，参保人

用智能手机在应用市场下载“国
家医保报销平台”APP，激活医保
电子凭证并登陆后即可在“业务
办理”－“异地就医备案”菜单中
自助进行跨省异地就医备案申
请。医保局工作人员审核后便可
完成转诊备案，进而实现跨省报
销结算。

另外，“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可以添加亲情账户，安装后
为家里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小孩
绑定医保电子凭证。宿松县已经
对全县定点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
进行培训，参保居民可以就近到
卫生院、卫生室、药店求助，工作
人员会帮助您激活、教您使用。

（通讯员 胡冰倩）

宿松开通异地就医结算掌上办

本报讯 宿松县佐坝乡积极
探索新思路，创新开展“精神扶
贫”，坚持扶贫先扶志，激发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该乡梁岭村汪召明是建档立
卡贫困户，2017 年通过自己和妻
子的努力顺利脱贫，被评为“脱
贫示范户”。因为小时候发生意
外，汪召明落下腿部残疾，但是
他并没有因此消沉。2013年，汪
召明与妻子商量后决定带着两
个孩子回到老家发展，做起了骑

三轮车卖菜卖肉的小买卖，每天
早出晚归，勉强能维持生计。

据梁岭村扶贫专干范翠军介
绍，汪召明夫妻二人都是特别能吃
苦，特别讲诚信。2019年，汪召明
在佐坝街上盘下一间店面，办好营
业执照，做起了小老板。“两个孩子
读书写作业都不用我们催，疫情期
间在家上网课都特别认真，作业做
完主动给我们检查。”谈起孩子们
的学习，汪召明脸上洋溢着笑容。
（通讯员 叶南松 鲍婷婷）

佐坝乡：
激发贫困户脱贫致富内生动力

进入宿松县北浴乡，印入眼帘的是
一条条干净、蜿蜒的盘山水泥路，通到家
家户户门口，宛如一条美丽的玉带，成为
大山深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整齐的农
家小楼依山傍水而建，高低错落的山坡
被油茶、茶叶披上了绿装。矗立于路旁
的路灯照亮了小山村，文化广场上回荡
着人们朗朗的笑声。山乡尽显一派朝气
蓬勃、欣欣向荣、和谐文明新气象。

北浴乡地处皖鄂两省三县交界，是
典型山区乡。过去，这里贫穷落后，基础
设施落后，土地贫瘠，交通闭塞，道路崎
岖，产业单一，村民靠种几分田过日子，生
活过得艰辛。“2014年全乡农村户籍人口
1.34万人，建档立卡贫困户1330户4096
人，贫困村6个，贫困发生率29.9%。”北
浴乡扶贫工作站主任胡桂生说。

近年来，该乡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紧抓脱贫攻坚机遇，确立以“红色、生

态、旅游”兴村立乡的发展理念，利用山
场资源丰富的特点，因地制宜大力发展
茶叶、油茶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
道，加快建设美丽富裕文明新北浴，推动
山区经济和社会事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
发展。山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处处碧水青山、天蓝地绿、空气宜人。

“过去山场荒废，现在一切都变好
了。”滑石村村民汪方菊说起家门口大
片山场，感触很深。如今，把自家山场
流转给了村里的茶叶合作社，她自己在
合作社从事茶园采摘、管护、加工，一年
收入5万多元，生活过得乐滋滋的。滑
石村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在山场上大做
文章，发展优质茶，探索出一条强村富
民的好路径。通过土地流转、能人带
动、组建合作社、入股分红等方式，发展
油茶、茶业和乡村旅游产业等。依托宿
松县富达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吸引7

家外地企业入驻。发展茶叶 1800亩，
油茶 2200 亩，泡桐 1600 亩，银杏 1200
亩，红豆杉300亩，中药材60亩，松木
1300亩。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格局基本
形成，“罗仙云雾”茶叶获得中国绿色食
品发展中心认定的“绿色食品”证书，并
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注册权。

在北浴乡的西南部，有一个历史悠
久的廖河古村落，这里传统文化独显特
色，文人荟萃，处处显露出别具一格的
风姿和美丽。说起廖河，还得从廖河古
戏台说起，廖河戏台始建于明嘉庆二十
二年（1817年）重修，1991年三修。2018
年再次进行了修缮，古戏台焕发新姿。
该戏台对研究黄梅戏等地方戏曲的源
流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属安徽
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廖河村把发展
文化产业，加快推动资源转化作为支村
两委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保护和

开发利用廖河戏台、新屋古名居历史文
化遗留，打造乡村文化建设品牌。

“北浴乡不仅传统文化旅游资源得
天独厚，红色革命旅游也是独具特色。”
北浴乡党委宣传委员吴旭华说。

在罗汉尖革命根据地，有一块叫罗汉
山村的红色土地，这里是红28军生活战
斗过的地方。2019年8月1日，罗汉尖革
命根据地纪念馆正式开馆，并对外开放。

2019年徽商职业学院和罗汉山村共
同出资60万元，建设一幢600平方米的
罗汉山村竹制品加工厂，投产一年以来，
毛竹加工厂共吸纳10多人进厂务工，人
均月收入2700元，收购村民毛竹400万
斤，价值100万元，实现产值270万元。

在罗汉山村，伴随产业的发展，昔
日的穷山村正变成村民们心中的美丽
幸福家园。

通讯员 虞太文 孙凯华

和 美 村 庄 入 画 来

清水绕村，流水涔涔，家乡的河流
是不少人的乡愁记忆。

农村水环境事关农村人居环境、乡
村产业发展。如何治好、管好农村河湖，
补上乡村水环境短板？宿松县趾凤乡努
力探索出一条新路子。

解决水治理的“末梢”

解决水环境治理的“末梢”难点，让
河流活起来、美起来。

一推开窗，龙溪河蜿蜒而过，桂花香
迎面扑来，龙溪村村民贺立多喜欢这样
的生活：“环境变好了，生活更舒心了。”

曾经，龙溪河是条“酱油河”，住在
溪边的贺立多苦不堪言：“河里漂着垃
圾袋、塑料瓶，臭气熏天，都不敢用河水
洗手，夏天也不愿开窗户。”

“以前洗澡、洗衣的污水、鸭棚鸡圈
里的粪污都直接排到了河道沟渠里。全
村十多条沟渠、好多口山塘都存在不同
程度的污染。”龙溪村党总支书记李国
林介绍：“小微水体的污染，不仅影响生
活用水、农田灌溉，更影响村容村貌和
群众的健康。”

趾凤乡有关负责人坦言：“污水收

集处理设施欠缺，种养殖小散乱，面源
污染较重，治理农村水体污染，必须攻
难题、补短板。”

变化不仅发生在龙溪村。邻近的吴
河、南冲、龙溪、九重城和趾凤村都进行
了河道工程投资建设，总投资约300万
元，取得了显著成效，全乡范围内小微水
体基本实现了活起来、净起来、美起来。

小微水体看上去小，但点多面广，
治理难度大。趾凤乡从“毛细血管”着
手，解决了水治理的“末梢”难点。

趾凤乡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支
持，共投资约500万元对河道进行修复，
淤泥和垃圾进行及时清理。实施了河道
一标二标治理工程和凉亭河趾凤上段
工程，打造了一道美丽的河道风景线。

制度能管长远

河长守护河流健康，确保清水长流。
“趾凤河，清又清，十里水路到凉

亭”，在趾凤河第一弯环抱的趾凤街头，
只见清波荡漾，岸柳低垂，风景优美。

“河边倒了一堆砖瓦，快点派人处
理。”前不久，趾凤乡水利站站长王言彬
在巡河中发现问题，赶紧拍照、记录，工

作人员调取监控，锁定偷倒垃圾人员，
责令清理。

针对各种问题，趾凤乡水利站积极
组织开展巡河工作，乡级总河长按照每
个季度巡查河流不少于1次，乡级河长
按照每个月巡查河流不少于3次，村级
河长日常巡河，做好了巡河管护工作，
确保了河流垃圾、水面漂浮物、乱堆乱
放、乱搭乱建和违章种植等问题，得到
及时有效管控。

该乡结合月丹河生态清洁型小流
域治理项目，总投资约826万元，在团
林村打造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河流
示范河，努力做到河水清澈流畅、河岸
绿树成荫。村委会主任毕加华手持竹
竿，站在岸边，认真做着河道保洁工作，

“每天清理一次，打捞从上游漂来的垃
圾、杂草。”同时，村里常态化对河道上
的落叶、枯木等漂浮物进行清理，保持
河道畅通和水面整洁。

农村河湖要治更要管。王言彬介
绍，趾凤河全长11公里，流经6个村街，
当地建立“河长+河道保洁员”机制，定
期巡河，时间、路线、发现问题、办理进
展都登记在手机软件中，打通河湖管护
最后一公里。

随着河长制的推行，确保趾凤河清
水长流。从过去“伤痕累累”到如今水清
河畅，乡村两级河长和巡河员、护河员
还有志愿者等已成为守卫河湖的重要
力量，在推动河长制湖长制从“有名”向

“有实”转变和强化河道管理保护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把水还给河道

山青青、水碧碧，主要措施是把河
水还给河道。

荒芜的石山绿了。从山顶远眺，漫
山遍野的果树绿得醉人，金黄果实点缀
其间，村在林中，家家户户庭院“长”在
绿中，俨然一幅现代版画里美景。

趾凤乡将继续加大投资，争取政策
支持，大力实施河湖连通工程，加大对
河道的整治，及时疏浚，确保溪河、河河
全部相连相通，让山里的水活起来，让
游客嬉戏起来，让群众因水而富起来。

沉睡的大山因水而“活”了。
水，让“活水养鱼”、“生态果园”、

“乡村民宿”等产业开始因水而兴旺起
来，乡村振兴也有了新引擎。

通讯员 司舜 胡锋

绿 了 青 山 红 了 日 子
——宿松县趾凤乡建设山青水碧美丽乡村

宿松县柳坪乡通过分类施策，依法
治访得到有效落实，去年以来未出现一
例越级非访和集体访，给当地的经济和
社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

在宿松县柳坪乡，已经进一步改造
提升并被重新命名的群众来访接待中
心的大门，总是全天候为当地群众敞开
着。走进这里的人，有事没事都能见到
一张张热情接待的笑脸。地方虽然不
大，但是“门好进、事好办”的氛围，让每
一位走进这里的群众感受到这里的信
访干部是值得自己信赖的人。

一声“您好”，一杯热茶，一句亲切
问候，几分认真询问与耐心倾听，首先
架起与信访群众有效沟通的桥梁，成为
工作人员有效化解矛盾、纾解群众怨气

的第一步。
2018年6月19日，信访接待中心来

了几名“不速之客”，几名群众到中心反
映问题。经过了解得知：这几名群众是
当地蒲河村人，来乡反映本村一居民办
养猪厂过程中，排放出和散发出了刺鼻
的污水和气体，直接影响到两个自然组
几百名群众的生产生活。

群众来访接待中心一方面派出工
作人员安抚信访人的情绪，为群众倒上
几杯热茶，耐心的对几名群众进行有关
信访政策宣传和心理疏导；一方面详细
了解整个事件发生过程，并在接待日志
上进行详细登记。为及时回应群众诉
求，让矛盾不上行，中心工作人员立即
向分管信访工作的领导作了汇报，随后

协调到了乡里分管环保工作和所在村
的联村科干到中心接访，就有关问题进
一步了解解答。为促使该问题得到彻底
解决，乡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多次召集
相关责任领导和涉事双方进行会商，进
行实地调研。积极协调有关部门支持解
决，在多方努力下，涉事双方最终达成
将现有生猪三个月内处理完毕并予以
关停养猪厂的协议，双方对此无异议。

直面问题、直面群众，不推、不躲、
不踢，用心用情主动走到意见最大、问题
最多的地方，这是柳坪乡使复杂的矛盾
迎刃而解的第二步。“对待群众的合理诉
求，只要我们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感同身
受、多一点换位思考，带着真情实意去做
群众信访工作，相信再大的矛盾都能解

决得好。”一位在该乡信访部门从事多年
群众来访接待工作的老同志由衷说道。

近年来，柳坪乡按照“苗头早发现、
情况早掌握、动态早报告、问题早处置”
的工作要求，专门建立突出问题排查、
苗头性倾向性矛盾纠纷排查和重大群
体性事件隐患排查工作机制，组织党员
和政法干警深入村民家中，广泛走访群
众，体察民情民意，倾听群众心声，变

“坐堂”调解为“入户”调解，把矛盾纠纷
化解在田间地头、屋前屋后，切实把工
作做到群众的心里头。组建专职人民调
解员队伍，定期召集各村排查会商矛盾
纠纷问题和隐患，逐一进行包案化解，
做到抓早、抓小、抓苗头，把矛盾化解在
萌芽状态。 通讯员 李应宏

用心用情化解基层信访隐患
宿松柳坪乡多措并举解决群众困难

本报讯 宿松县开展多层面
谈心谈话“摸底”，全方位分析研
判“把脉”，高站位谋划人事“布
局”，扎实做好乡镇党委换届各项
准备工作。

该县抽调36名干部组成6个考
核组，深入22个乡镇进行现场考
核，分层分类进行个别谈话，深入了
解掌握乡镇领导班子的运行状况和
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状态、能力绩
效、专业特长、个性特点、作风建设
等情况。持续开展“组织部长谈心
谈话”活动，采取主动约谈和接受约
谈相结合的方式与党员干部谈心谈
话，对有倾向性、苗头性问题的干部
早提醒、早教育。近期约谈乡镇干
部65人次，提醒教育干部12人次，

解决各类实际问题9个。
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坚

持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全过程，
统筹谋划，精心组织，有序推进，
确保绘出思路清措施实的好蓝
图，选出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干
部，配出结构优功能强的好班
子，换出心齐气顺劲足的好面
貌。运用“大数据”思维，完善干
部信息系统和实绩档案，综合任
期内县委巡查督查、个人考察考
核、奖惩和纪检监察、干部监督、
审计、信访等方面的情况，对乡镇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进行多角
度、全方位分析研判。在分析研
判基础上，形成综合研判报告。

（通讯员 陈明杰）

宿松
扎实做好乡镇党委换届工作

1 月 11 日，宿松县五里乡组织志愿者开展疫情防控入户宣传活
动。春节将至，宿松县近20万务工人员即将返乡，宿松县为巩固疫情
防控成果加大疫情宣传活动。 通讯员 杨浔 摄

1月10日，宿松县二郎河流域
治理工程松兹排涝二站施工现
场，工人们正加紧对防洪闸段进
行施工，预计春节前将完成闸门
安装等各项事宜，确保安全度汛。

通讯员 杨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