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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 3月19日一早，桐城市黄
甲镇三新村村民杨传助扛着锄头来到
家附近一处桔梗地，当发现很多株桔
梗已经冒头，他欣慰地笑了。

令他更高兴的是，去年底，“桐城
桔梗”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功获批，桔
梗从此成为村里的一项重要产业。而
这一切，与他的一次意外发现有关。

杨传助向记者回忆道：“2016年10
月份的一天，我偶遇一株野桔梗，由于
自小在山里长大，熟知各类中药材，便
将其移植到自家地里。第二年秋天结
了籽，我又扩大了种植面积。目前种
植面积已有2亩，按照市场价，纯野生
的5年期桔梗市场价40元一斤，一亩

产量 1000 斤，我家 2 亩地能赚 4 万元
哩。”杨传助笑呵呵地算着账。

全村第一个种桔梗的杨传助，也
吸引了三新村扶贫工作队的注意。

“我们通过翻阅原《桐城县志》，发
现药用桔梗在当地有着悠久的种植历
史，而因为药用桔梗种植对纬度、温
度、土壤、海拔和湿度要求较高，目前
桐城市仅有黄甲、唐湾、青草3个镇是
药用桔梗种植的理想产地。”三新村驻
村扶贫工作队副队长倪行说。

经多方调研，倪行等人了解到优质
药用桔梗市场需求量大，价格也不低。
但考虑到纯野生桔梗效益低，2018年3
月，三新村驻村扶贫工作队和村两委，

开始尝试种植仿野化桔梗15亩。2019
年初产出的桔梗，经检测，有效药用成
分高出国标30%。2019年2月，三新村
开始申报“桐城桔梗”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2020年11月21日，“桐城桔梗”国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正式获批。

拿下了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这
块牌子，三新村产业再添新动力。

“今年村里16户脱贫户共种植了
75亩桔梗，200亩的‘桐城桔梗’地标示
范园已经撒下了桔梗籽。我们目前正
在申报地标授权备案，计划授权青草
镇、文昌街道、黄甲镇共5家企业种植

‘桐城桔梗’，扩大种植规模，助力乡村
振兴。”倪行说。

在“桐城桔梗”地标示范园，种植
大户张长军告诉记者，“仿野化种植的
桔梗是今年新增产业，现在亩均收益
2000元以上，市场大着呢。”

三新村位于大山深处，在这个偏僻
的小山村，除了产值达20万元的桔梗
产业，产值近200万元的香菇产业，今
年还将建设20亩的连片食用菌产业基
地，总产值将达到600万元以上。同
时，包括茶园、鲜果采摘园、套养禽园、
农业体验基地等在内的农业综合体项
目正在实施，并将成为当地村民实现致
富愿景的新“引擎”。

（全媒体记者 雷琳琳 通讯
员 张佩佩）

种植仿野化桔梗助力乡村振兴
三新村打造地标产品示范园

3月21日，市民在安庆陵园选购鲜
花祭扫故人。

清明将至，安庆市各陵园迎来祭
扫高峰，市民们纷纷用鲜花、绢花祭
奠已故亲友，文明祭扫渐成风尚。近
年来，随着文明祭祀观念深入人心，

“放炮、烧纸、燃香”等习俗逐渐被鲜
花等文明祭扫方式取代。

全媒体记者 江胜 摄

鲜花寄哀思

本报讯 今年以来，市人社部门充
分畅通就业渠道，采取外出务工就业一
批、企业吸纳稳定一批、技能培训提升
一批、自主创业带动一批、公益岗位兜
底一批，力促贫困劳动者稳岗拓岗。

外出务工就业一批。为了让贫困
劳动力春节后顺利就业，市公共就业
服务中心加强与长三角地区对接，在
去年底与江浙沪等地建立合作协议基
础上，积极引导贫困劳动者外出务
工。结合“春风行动”，助力外出返岗，
已累计发放交通补贴1637.6万元，组织
专车238台次，“点对点”运送6147名
务工人员返岗复工，其中贫困劳动者
3226人。截至目前，全市贫困劳动者
已转移就业30万余人，较2020年底转
移就业增加近万人。

企业吸纳稳定一批。积极动员全
市重点企业及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参与
到脱贫攻坚行动中来。深入走访用工
企业及乡镇、村调查摸底，广泛收集招
聘岗位信息及贫困劳动力就业需求，
协调企业提供适合贫困劳动力就业岗
位，并通过“安庆公共招聘网”“安庆就
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及时发布，并开
展针对贫困劳动者的网络直播招聘。
同时，通过电话、短信，点对点的向贫
困劳动者精准推送岗位信息，为贫困
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贫
困劳动力脱贫致富与扩大就业的良性
互动。今年以来，共组织616家企业召
开专场招聘会14场，提供就业岗位2.3
万个，入场求职人数约1万余人，达成
就业意向4千余人。

技能培训提升一批。聚焦尚未就
业、尚未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
劳动力，将年龄要求扩大到 16-65 周
岁，把茶叶、高山蔬菜、瓜蒌种植加工
等28个地方特色培训工种纳入补贴范
围。截至目前，全市已对5083名贫困
劳动者开展技能培训并发放培训补贴
624万元。

自主创业带动一批。帮助有创业
意愿的贫困户谋划创业项目，提供资
金支持，组织参加创业培训，给予技术
指导，帮助创业，创业成功的按照规定
发放一次性创业补贴。截至目前，累
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37笔，发放贷款
651万元，发放一次性创业补助7.6万
元。同时，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贫困
家庭劳动力自主创业，带动一批贫困

家庭劳动力实现就业。目前，我市建
设了35家返乡农民工创业园、14家省
级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园，带动1724
名贫困劳动者就业。

公益岗位兜底一批。为帮助年纪
大、无技能的弱劳动力贫困户实现就
业，我市以“帮扶就业、稳定就业”为着
力点，大力开发公益岗位，让贫困劳动
者就地就近通过就业实现稳定增收。
今年以来，全市新开发公益岗位 228
个，涉及农村保洁员、防火巡逻员、治
安巡逻员、水库管理员、保安、护路等
十几个行业30多种岗位，累计1.49万
名贫困劳动者被安置在公益岗位，贫
困劳动者年均增收3600-8400元。

（全媒体记者 徐侃 通讯员
侯吉康）

“五个一批”畅通就业渠道

30万余名贫困劳动者已转移就业

本报讯 记者从市林业局获悉，
我市整合优质林地资源，统筹发展苗
木产业，为春季国土绿化和森林提质
增效做好良种壮苗保障。目前全市苗
木经营主体260家，苗木经营面积7.7
万亩，2020年育苗面积3.4万亩，苗
木产量1.72亿株，可供2021年用苗量
9400万株。

我市出台林长制若干政策，对当
年培育苗木 100 亩以上每亩补助 200
元，对道路和水电基础设施重点奖补，
引入市场主体生产经营，保障林业增
绿增效行动等苗木供应。全市现有林
木良种基地6个、经营面积4200亩，年
产油茶、蓝莓、香榧、薄壳山核桃和望

春花等良种壮苗超3000万株。海螺望
春花、蓝莓1号和超优3号、6号等获批
良种证书。引入水肥一体化技术，准
确、定时定量供应水肥，霜冻季节适时
施肥冬灌、培土盖草、设置风障，苗木
成活率超过98%。

我市还借助国家苗木信息交易中心
和中国花木网等平台，统筹区域苗木调
剂。安徽万秀园生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油茶网袋容器育苗轻基质技术荣获国家
发明专利，年利用农作物秸秆生产轻基
质快繁育苗容器2亿个、生产有机育苗
基质肥4万吨，市场份额全国领先。

（全媒体记者 雷琳琳 通讯
员 程海国）

保障林业增绿增效

9400万株苗木种苗将供市场

本报讯 3月18日，由宜秀经济开
发区、人社局联合举办的企业“用工周
转池”活动，在智慧园区启动。

活动现场演示了企业“用工周转
池”线上系统的操作和运行。为确保
系统安全有效发挥作用，该区人设部
门和“池内”企业将全力做好园区企业
用工调剂、企业用工信息采集等工作，
确保“共享用工”扎实有效开展。同时
将大力开展宣传引导，吸引更多企业
和职工积极参与，形成良性示范循环
效应。起步阶段该区将采取分类施
策，根据企业生产经营特点、余缺工种
等实际情况，加大紧缺工种、专业技术

等工种调剂支持力度，帮助企业缓解
“用工难”问题。

企业“用工周转池”，旨在通过线
上建立企业周转池名录，梳理出企业
生产淡旺季以及用工阶段性、周期性
等特点，细化企业行业属性、用工性
质、要求和数量，一并纳入用工周转池
管理。区人社等部门依据企业用工周
期、用工时段，进行科学调度、精准安
排，并根据“在池”企业的用工缺口，从

“在池”富余劳动力企业中及时进行余
缺调剂，达到“共享用工”目的。

（全媒体记者 徐侃 通讯员
姚毓贵）

余缺调剂缓解“用工难”

宜秀区建立企业“用工周转池”

本报讯 一曲黄梅调，唱响春之
韵。3月20日晚，由安庆市新闻传媒
中心、安庆再芬黄梅艺术剧院精心策
划的《再芬黄梅公馆·看戏》之“春天”
主题演出在再芬黄梅公馆举行，演出
通过掌上安庆、抖音、快手、西瓜等线
上平台直播。

当晚8时30分，伴随着黄梅歌《山
野之风》音乐响起，国家一级演员吴美
莲登台，再芬黄梅“春天”大戏启幕。
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再芬黄梅老
中青少四代演员轮番登场，黄梅小戏
《江南才子》《送香茶》，黄梅戏《卖水》
选段“表花名”等好戏一一上演，观众
席里掌声、叫好声不断，演出在著名黄
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的黄梅歌《游

春》中落下帷幕。“春分时节，我们把黄
梅戏和春有关的片段组合在一起，策
划了这场春天主题演出，希望为大家
带去春天的美好祝愿。”韩再芬介绍。

春节期间，《再芬黄梅公馆·看戏》
第一期——以“乡音本是黄梅调”为主
题的春节特别节目，吸引了很多网友
在线观看，掌上安庆和抖音短视频点
击量分别达8.3万次、6.8万次。此次演
出是《再芬黄梅公馆·看戏》栏目的第
二期，当晚的再芬黄梅公馆楼上楼下

“爆满”。按照计划，再芬黄梅将和安
庆市新闻传媒中心每月策划一期主题
直播演出。

（全媒体记者 江月 通讯员
张培培）

黄梅线上播春韵
“再芬黄梅公馆·看戏”直播演出举行

本报讯 今年来，怀宁县严格落
实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
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的“四个不
摘”要求，不断巩固拓展“两不愁三保
障”和饮水安全成果，坚决守住防止规
模性返贫的底线。

持续发挥教育扶贫“123”模式
作用，加大控辍保学力度。对有学
习能力但不能到校就读的义务教育
阶段适龄残疾贫困儿童，按要求开
展送教上门。

全面落实基本医疗保障政策，
减轻脱贫人口、边缘易致贫人口参
保负担；按月开展慢性病鉴定工

作，对脱贫人口慢性病申报实现即时
办结，截止目前共鉴定通过脱贫人口
慢性病35人。

建立健全危房改造常态化监测机
制，对农村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等其他低收入人群住房安全情况进行
全面排查，动态清零新增危房。

实施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通
过实施水源保护与水质安全相关政
策，贫困户“安全饮用水”达标率
100％。2021年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
护项目投资129.9万元，计划完成23处
工程维护，受益人口达到19.02万人。

（通讯员 檀志扬 汪洋）

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

怀宁坚守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

我市居民小区楼道灯亮灯工程于
2015-2017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期间已
基本实现全覆盖，老旧小区纷纷告别

“黑楼道”。时隔几年，这些楼道灯都
还亮着吗？连日来，记者走访了城区
部分小区居民楼，发现很多小区楼道
灯有的长明，有的“失明”，有的线路混
杂。居民们普遍反映楼道灯装起来容
易，可用起来难，这一点在部分还建小
区尤为突出。

“五花八门”的楼道灯

记者走访城区多个小区发现，楼
道灯的安装布线、灯泡的功能寿命，在
各个单元楼呈现出不同的状况。

位于工农街的市直小区5栋，记者
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二单元和
三单元的楼道灯一直亮着，而四单元

和五单元的楼道灯却没有亮。此外，
纺织南路11号1栋的几个单元，以及宜
光西路的顺和花园6栋的楼道灯也出
现“罢工”和长明并存的现象。

在健康路91号，一楼的灯不亮，二
楼却装着4个灯泡。“健康路91号以前
是单位宿舍楼，所以统一安装了楼道
灯，目前已年久失修。前几年每层楼
都装了灯，但灯泡容易坏，一楼的这个
楼道灯年前就是坏的，向社居委反映
了，但一直没人来修。”家住一楼的靳
奶奶告诉记者。

同一小区两种“待遇”

记者在荷仙桥小区3-6栋居民区
看到部分居民家中透着一点光亮，小
区里连路灯的灯光都无法寻觅，楼道
更是漆黑一片。记者打着手电看到每

层过道中间装有楼道灯，但怎么发出
声音都不亮。

“我们这边的楼道灯几年都不亮
了，路灯也不亮。”家住4栋3楼的丁女
士告诉记者，灯是2016年下半年装的，
没多长时间就不亮了，只有2号楼小高
层楼道灯是亮着的。“这个小区是还建
小区，住了这些年，楼道灯和路灯就没
亮过。我两辆电瓶车都不见了，找物
业反映，说不交物业费拒绝管理。”家
住6栋一单元的赵女士打着手电一边
上楼，一边抱怨道。

在该小区物业工作了八年的4号
楼单元长韩小文告诉记者，荷仙桥小
区是2012年建成的还建小区，共有6
栋，目前就2栋的小高层有楼道灯，因
为只有这栋居民交物业费。其余的楼
栋虽然装了楼道灯，但物业公司以居
民不交物业费为由拒绝通电。

尽快维修 加强管理

记者就工农街市直小区楼道灯的
问题联系了碟子塘社区，社区工作人员
表示，会与维修人员去现场检查接线
箱，将有故障的楼道灯更换掉。顺和花
园单元长刘照年表示，会及时安排工作
人员维修。对于健康路91号一楼的楼
道灯问题，双井社区党委副书记吴琴表
示尽快联系维修人员，同时希望居民能
够做到日常维护协助管理。

负责督查大观区楼道灯的区文明
办工作人员唐国俊表示，对于荷仙桥
小区的情况，他们会让办事处和社居
委介入，安排业主代表和物业公司召
开协调会，同时加强监管和督促，有序
引导居民缴纳物业费，共同维护社区
环境。 全媒体记者 方芳

“失明”与长明并存 不交物业费就不通电

谁来管护好我们的楼道灯？

近日，在望江县杨湾镇丰乐村一大棚内，农户正用旋耕机翻地。眼下正是
春耕春种生产时，当地农民抢抓农时，田间地头到处是农民运苗、移栽、培
土、排水、田管劳作的身影，一派繁忙生产景象。

全媒体记者 储永志 通讯员 方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