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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新年好，等我忙完这一阵
之后，回去看你们。”大年初一的早晨，怀
宁县黄龙卫生院医生张婷婷正在给父母
视频拜年。

“三十晚上爸爸妈妈在微信上发了
一个红包。”张婷婷说，虽然距离很远，但
是通过手机，让我感觉到了父母的关
爱。“年夜饭，我们一家是开着视频一起
吃的，我在这边吃着面，父母在那边吃着
饭菜，有说有笑，我并没有感觉到孤单。”
张婷婷笑着说，这两天，我还跟父母约定
好了，他们只要到亲戚家拜年，只要我有
时间，就一定要视频连线，让我家里的长
辈通过视频“云拜年”。

“我是95后，刚毕业就到黄龙来上
班了，才两年的时间。”张婷婷说，今年春
节没办法跟家里人团聚了，心里有一些
失落。“2020年的春节就因为工作原因
没有好好的陪父母，原来打算今年春节
好好弥补一下，没想到又要失约了。”

在张婷婷心中，回家过年是许久以
来的期盼。因此，无论工作多么忙碌，
她都会在春节期间抽空回到老家，看看
父母，陪陪家人，因为这是她心中的牵

挂。而今年春节张婷婷想到疫情防控的
要求，她选择了坚守。面对手机镜头，
录下新春祝福，正成为更多人春节拜年
的新选择。

2 月 8 日，刚回来没多久的丁佰
满，早早的就赶到江镇中心学校，商量
资助事宜，在外拼搏多年，算是有所小
成的丁佰满一直牵挂着家乡的教育，趁
着过年返乡，他第一时间与江镇镇中心
学校联系，双方达成协议，先资助3万
元，今后每年捐赠5万元，用于资助困
难家庭学生学习。

丁佰满是土生土长的馒乡江镇人，
初中毕业后外出从事早点行业。他走南
闯北，一步一个脚印把一个小小包子铺
发展到餐饮管理公司。在事业发展中，
他深知读书对于农村家庭孩子的重要
性，在得知家乡有部分孩子家庭困难后，
他积极联系江镇中心学校，希望在自己
的能力范围内能积极参与到关爱孩子的
行动中，让这些孩子读书没有后顾之忧。

勤劳的江镇人民依靠面点产业逐渐
富裕起来，富起来的同时，他们始终不
忘家乡的建设，兴修道路，捐资捐物，

设立教育基金……用自己的一份社会责
任助力家乡建设。对于江镇镇群众热心
公益，江镇中心学校校长占善祥深有体
会，刘会平、刘和武、何汪银、郝小
泉、何健。每一位在外创业成功的江镇
人始终把家乡的教育事业放在心头，自
2019年以来仅江镇中心学校就收到捐赠
30余万。

据统计，江镇镇3.8万人中有近2万
人从事馒头等面点行业，全镇每年可赚
回近20亿元。“过去江镇群众喜欢热闹，
放鞭炮、吃大餐，家家户户还有些攀比，
随着这几年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家风
乡风的培育，更多的江镇人把钱用在刀
刃上，他们支持家乡教育，热心公益事
业。”谈到这几年的变化，江镇村党支部
书记朱学平自豪的说。

“王奶奶，今天又准时来书屋’上班’
呀。”“对咧对咧，两个小伢在家一会在墙
上画画、一会在沙发上蹦跶、一会要看电
视，只有到农家书屋里来找点带图片的
书让她俩看看，才能安静的坐半天，我也
能歇歇哦。”春节期间，王祥艳一天不落
的带着两个孙女到农家书屋看书，经常

被熟人打趣。
家住平山镇平山社区的王祥艳是两

个孩子的奶奶，因为孩子的爸爸妈妈在
外务工，选择就地过年，没有回来，两个
小姑娘成了今年春节“特殊的留守儿
童”。王祥艳的大孙女鑫悦今年九岁了，
最喜欢看关于动物的书籍，经常看到奇
怪的动物，就吵着让奶奶拍下来发给自
己在外地的父母，考考他们认不认识，在
阅读中不仅增加了知识，还拉近了和父
母的距离，小鑫悦很喜欢来农家书屋。

今年春节，怀宁县平山镇街道上来
往的车辆比往日节假日少了许多。但
是，在平山社区为民服务大楼里却是人
来人往，比平日多了份人气。

春节期间，怀宁县乡镇、村的农家书
屋每天都有村民来借书、看书，如何选
择农作物、怎样进行科学种植养殖等方
面的科技图书最受欢迎。为了能让大家
获得更多精神食粮，农家书屋在春节期
间照常对外开放，农家书屋成为村民们
过新年的好去处，欢度充实快乐的文化
年成为新时尚。

通讯员 檀志扬

“云拜年”，年味不减 馈家乡，爱心满满

怀宁：十足的年味儿浓浓的情

本报讯 新年伊始，桐城市多措并
举稳就业，凝心聚力强服务，坚固就业
民生之本，稳步推进2021年就业创业
工作。

该市今年已发放稳岗补贴 281 万
元，涉及企业1584家，以扶持企业发展，
稳住就业基本盘。节前走访多家企业慰
问外地贫困户留桐务工人员，为外地留
桐过年员工送上爱心大礼包和节日祝
福。创新利用网络平台，首次开设抖音
直播招聘会，47家用人单位的代表做客
直播间与求职者线上互动，3200余人在

线观看直播，提供招聘岗位1200余个，
96名求职者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成功
举办“文都英才 职等你来”桐城市2021
年“春风行动”大型网络直播招聘会，招
聘会通过“出彩桐城”APP和抖音平台实
时直播，40家本市知名企业提供4500余
个职位，超过15万人次在线观看，在线
和电话咨询人员达1640余人。

桐城市持续发力技能培训，有序启
动2021年企业技能培训工作。今年拟
采取“理论+实操”、“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提高培训效率，规避疫情风险，

发挥企业在培训中的主体作用。以春节
农民工集中返乡为契机，结合常态化疫
情防控，开展农民工就业动态监测工作，
再次完善农民工外出务工信息，统计春
节返乡农民工8.09万人。重点摸排掌握
贫困劳动力就业状况，坚决杜绝因失业
而生活困难甚至返贫的现象出现，继续
稳定全市24家就业扶贫车间、19个扶贫
基地等就业载体，促进贫困劳动力就地
就近就业。

在对重点群体的就业帮扶中，该市
突出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帮扶，特别是

城乡大龄就业困难人员、贫困户、低保
户、残疾人等，加大对灵活就业人员的社
保补贴力度。持续发力创业载体建设，
在已经建成的省级青年创业园、省及安
庆市级返乡农民工创业园的基础上，完
善已建园区的创业孵化功能，同时，因地
制宜争取再建设一批青年创业园、农民
工创业园，落实创业奖补政策，创业担保
贷款更多向创业园区倾斜，形成更加浓
厚的全社会创业的氛围，以创业带动更
多数量更高质量的就业。

（通讯员 潘月琴 江慧）

桐城市稳步推进2021年就业创业工作

龙井河边，工人们正在忙着整修河
道河坝，建设休闲步道和观光亭；蓝莓园
里，村民们正在给蓝莓铺地膜……提升
乡村颜值，打造富民产业，新春伊始，岳
西县温泉镇龙井村已是一片忙碌的景
象。“脱贫攻坚之后，我们已经开始为乡
村振兴做谋划。今年争取夺得‘生态宜
居红旗村’和‘乡风文明红旗村’，争取

‘十四五’期间村集体经济纯收入突破
500万元。”目标明确，路径清晰，龙井村
党支部书记汪恭义干劲十足。

“十三五”期间，龙井村实现了从一
个产业单一、村级集体经济薄弱、贫困发
生率达30.2%的村到产业兴旺、百姓安

居乐业、村集体经济达百万元的强村的
蜕变。这是汪恭义定下目标的底气。

走进龙井村，宽阔的沥青马路两旁
矗立着崭新的路灯，两边的田地里种满
了蓝莓、软枣和猕猴桃，蓝莓园中还坐落
着10来幢欧式小别墅，红墙灰瓦，煞是
醒目。

群山环抱中的龙井村，早些年村民
多以种茶、养蚕为生。脱贫攻坚战打响
后，汪恭义深知，要想让村民摆脱贫困，
必须得有产业支撑。他从传统产业入
手，利用扶贫资金，带领村民改造茶园、
桑园，高标准发展茶园2000多亩，桑园
900多亩，年产值均超千万元。

2015年，该村又通过招商引资引进
了一家上海企业在龙井村流转土地1242
亩发展蓝莓产业，涉及15个村民组561
户，其中贫困户162户，户均流转土地
2.21亩，土地收益户均增收1989元。蓝
莓园吸纳就业 172户 191人，年均发放
务工工资260万元左右，户均增收8300
元。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承接蓝莓园的劳
务管理服务，村集体按经营性收入的
5%获取分成，年可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30万元以上。

蓝莓园中的欧式小别墅原是村里闲
置的易地扶贫搬迁点，2017年，该村整合
各项资金并吸纳镇内“四带一自”等扶贫
资金，采取“主题民宿+集体经济+贫困
户”的模式，将其打造成民宿点。民宿
2019年3月正式开业，当年村集体就获
得了49万元收入。

往年产业项目稳定效益的同时，汪

恭义还挖潜开源。利用芭茅山改造和低
效田改造项目，将芭茅山和荒田改造成
苗木和中药材基地，承接镇内小型绿化
工程，获得利润12万余元。“2020年村
集体经营性收入达600多万元，纯收入
突破了100万元。”汪恭义说，在岳西
县开展的争创“五面红旗村”活动中，
龙井村一年就获得了“基层党建红旗
村”“产业兴旺红旗村”两面红旗，“今
年我们将争创‘生态宜居红旗村’和

‘乡风文明红旗村’，争取3年内将‘五面
红旗’全拿下。”

今年，汪恭义依旧很忙，他要利用获
得的3000万元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将村
内主干道实施‘黑色化’提升，并围绕村
内的一座千年古寺、两个人工湖、两处大
峡谷做旅游文章……在脱贫攻坚打下的
基础上，一步步实现乡村振兴。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殷英

集体经济薄弱村的“百万生意经”

本报讯 牛年新春，望江
县长岭镇金鸡山村的何焰才足
不出户，过足了戏瘾，他和家
人天天在家观看望江县黄梅戏
研究中心的黄梅戏直播演出，
其乐融融。

按照省市县文化主管部门
关于“2021年春节期间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和开展“文化进万
家，云上过大年”的通知精神，望
江县黄梅戏研究中心一面制订
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一面以实
际行动丰富人民群众春节文化
生活。从正月初四开始为期一
周的“文化进万家，云上过大年”
线上直播的新春文化演出季。
据该中心主任陈立介绍，为开展
好这次“文化进万家，云上过大
年”线上直播演出活动，县团全

体演职人员从春节前的寒冬腊
月至新春佳节基本放弃假日，全
团上下未雨绸缪，秣马厉兵，投
入紧张的排练演出。

排练的剧目中有纪念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色题材的
现代小戏《特殊情报》，有移风移
俗题材现代小戏《嫁新娘》、《艺
莲》，有扶贫题材的小戏《扶贫路
上》、有扫黑除恶题材的《小小六
戒毒》、《露头就打》；传统大戏
《荞麦记》、《费姐》；还有创新疫
情防控宣传的表演唱，以及黄梅
戏“望江龙腔”折子戏，将在演出
季线上轮番直播演出，较好地丰
富了广大群众牛年春节文化生
活，让广大网民观众过足戏瘾。

（通讯员 虞哲华 记者
付玉）

望江 足不出户，过足戏瘾

本报讯 “真没想到，当初
只花了20元，现在却赔这么多，
我以前还以为农村治安保险是
骗人的呢。”新春伊始，家住洲头
乡小瓜村村民马超夫妇二人收
到15900元赔付款后高兴地说。

马超夫妇一直在小瓜村村
头经营一家饭店。2019年底，小
瓜村村干部陪同县人保财险公
司工作人员到马超家宣传农村
治安保险政策，马超夫妇情面难
却，看到保费也不多，就随手掏
了20元买了份保险。谁知道，不
到一个月，因电器线路故障引起
火灾，店里的部分衣物、电器、家
具都被烧毁，给马超家庭带来了
不小的经济损失。事发后，人保
财险宿松支公司主动派员实地
勘查确认，及时把赔付金交到他
俩手上。

农村治安保险是一项保护
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的政策性保
险。自2014年起，宿松县综治部
门会同人保财险支公司在全县
范围内宣传推广。一旦因火灾、
盗抢等事故造成经济损失，大到
家用电器、小到一件衣物，受灾

群众都会得到合理的赔偿。
“近年来，宿松县委政法委

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积极
宣传发动，各乡镇与人保公司
加强协作配合，社会爱心人士
踊跃捐赠，实现了政府、社
会、群众共同参与的工作格
局。特别是2020年，县里专门
出台了乡镇以奖代补政策，大
大激发了农户投保热情，切实
提升群众对农村治安保险的知
晓率、认同感、参保率。”宿松县
委政法委工作人员介绍。

据统计，近3年来，宿松县累
计参保11万余户次，理赔1700余
户 ，理 赔 金 额 662.8 万 余 元 。
2020年，受汛情影响，宿松县汇
口镇永天圩泄洪，圩内1400户财
产不同程度受损。人保财险宿
松支公司快勘快赔，完成赔付
616.8万元。农村治安保险在帮
助受灾群众挽回损失，尽快恢复
生产生活秩序，充分发挥了保险
业特有的经济补偿功能和“社会
稳定器”的作用。

（通讯员 蔡皖松 全媒体
记者 付玉）

宿松 “小保险”大作用

本报讯 近日，怀宁县平山
镇高泽村在全村沟渠清淤工作
中，因沟渠边的杂树被清理，引
起了附近部分村民不满，甚至与
施工方发生纠纷。了解到这一
情况后，高泽村“法律明白人”赶
到现场，耐心听取双方诉求，并
解释相关政策，在他的调解下，
双方最终握手言和。

“‘法律明白人’是村民的身
边人，发生什么事，他们来处理，
大家都信得过。”高泽村村民王
四送认为，“法律明白人”与村民
生活、劳作在一起，不仅与村民
有感情纽带维系，还熟悉村里的
事务和村民的情况，了解村民的
需求，知晓相关问题或纠纷的实
质，“邻里之间土地纠纷、老人赡
养、外出务工维权等问题，有了

‘法律明白人’的帮助，许多问题
迎刃而解。”

“村民们对很多法律、政策
都吃不透、拎不清，在相关法律、

政策的落实有可能稀里糊涂地
被动接受，也有可能产生曲解、
误解，心存顾虑。”王四送说，比
如村里经常发生的农产品交易、
土地流转、签订合同等行为时，

“法律明白人”还可以充当了见
证人或把关人的角色，“他们能
为村民提供法律支持，帮助村民
规避风险、履行程序。”

除了帮助村民调解、维权，
“法律明白人”潘柏枝告诉记者，
他们每月都会进行相关培训并
学习党和国家关于农村工作的
路线、方针、政策和支农惠农政
策措施等方面内容，并将相关法
律、政策送到基层。

平山镇党委副书记张凌霞
表示，“今年以来，平山镇‘法律
明白人’已为村民调解、维权近
百件，在培育工作的开展下，期
待农村‘法律明白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专业。”

（全媒体记者 唐飞）

怀宁
“法律明白人”当群众“贴心人”

2月18日，安庆海事局执法人员到辖区渡口开展春运专项督查。
春运期间，安庆海事局将渡运安全、疫情防控、长江防污染等重点工作
全面统筹，周密部署，强化现场、严防死守、主动担当，做到隐患船舶重
点盯防、风险水域重点巡查、关键环节重点管控，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
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通讯员 苗德兰 黄光祖 摄

2月19日，怀宁县江镇镇经发办、
安全办工作人员走访齐明蒸笼有限公
司，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连日来，该
镇通过建立线上反馈线下上门的服务
机制，全方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助力
企业“开好局”。

通讯员 怀扬 张庆明 摄

“四送一服”
助企“开好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