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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本报讯 平安建设是维护广大
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人民群众所
期盼的民心工程。近年来，宿松县五
里乡深入开展平安建设活动，全面
落实平安建设各项措施，把组织网
络延伸到村组，把宣传教育深入到
群众，把矛盾化解前置到源头，取得
了较好成效。

五里乡地处城乡接合部，交通
要道宿复线、五桃线穿境而过。由于
交通便利、落户重点项目多，乡内车
辆、人员流动性大，征地拆迁任务
重，乡情民意复杂，矛盾纠纷不少。

过去，乡综治中心承担着全乡
的矛盾化解工作，仅矛盾纠纷排查

这一项，就要花费大量时间，严重分
散了工作精力。

探究问题根源，在于乡内综治
工作力量分散薄弱。为有效解决这
一难题，该乡一方面健全村级综治
网络，在6个行政村设立综治中心，
按照有专人、有牌子、有场所、有制
度的“四有”标准进行规范建设，同
时成立调解委员会，配齐6个村51
名调解员队伍，提升基层综治工作
效能；另一方面，加强部门联动，综
治中心融合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禁
毒、特殊人群管理等几个模块，整合
信访办、司法所、派出所、应急办等
力量，多部门协作，构建起功能相

济、相互配合的大综治工作格局。
“自从村级综治中心成立后，村

民们矛盾纠纷解决不了的，都会到
这里进行调解。仅今年春节以来，
在村里调解成功的纠纷就有11件，
有效避免了矛盾上交。”五里村治
保主任张道友说。

该乡坚持把宣传教育作为预防
矛盾发生的重要手段。同时，该乡
发挥志愿服务主体作用，组织志愿
者开展平安创建、进基层等活动，
邀请县文化部门、县公安司法部门
到乡机关、行政村、学校和企业进
行主题宣讲，广泛宣传平安创建，
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

“上下联动千家创，万人防范保平
安”的浓厚氛围。

金龙村村民陶某某和吴某某因
修路引发土地侵占矛盾，村调委会
得知后，及时组织调解员主动上门
调解，成功化解双方矛盾。

从“矛盾找上门”到“上门找矛
盾”，该乡坚持主动化解矛盾纠纷，
落实“两抓一发挥”工作机制：抓矛
盾纠纷排查，由村支部书记主持召
开矛盾纠纷排查会议，每周组织人
员进组摸排，按周将矛盾纠纷情况
向乡平安建设办公室上报，乡每半
月召集一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会
议；抓调解工作落实，主动介入矛

盾，构建起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
法调解三种手段相互衔接配合的大
调解工作体系，做到预防与化解纠
纷相结合；发挥民间调解优势，请老
村干和老党员、老干部担任矛盾纠
纷调解员，解决民间矛盾纠纷。对于
调委会和村综治中心解决不了的问
题，及时上报乡综治中心，共同分析
制定解决方案。

2020年，五里乡共调解矛盾纠
纷435起，调解成功率达98%以上；
接待群众来信来访85人次，反馈率
达100%。

（通讯员 夏全宝 全媒体记
者 罗少坤）

落实“两抓一发挥”机制

宿 松 ：扎 实 推 进 平 安 建 设

今年以来，我市各地补短板、
强筋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工程，提高农业
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全面推进现代
农业发展，致力实现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的目标。

送技术“技术控”的春天

春暖花开，草长莺飞。3月3日
上午，一群农技专家风尘仆仆地赶
到宜秀区杨桥镇溪安村人圩组，来
到村民金银根的家。

金银根今年已经64岁了，却是
位十足的“技术控”，对新技术的追
求一如年轻时那般热烈。

作为种粮大户，他早在2004年
就走上“以机代牛”的机械化生产
道路。那一年，国家首次实施农机
购置补贴政策，他贷款1100元买了
一辆独轮机，获得国家补贴300元。
享受了机械耕作的好处后，他就再
也停不下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2017年他家的农机数量就超过50
台套，并成立了农机大院，为其他
种粮户提供社会化服务，由此他也
被周边村民称为“金院长”。

如今，金银根又将目光瞄准
了再生稻：“再生稻，种一季能收
获两季，这一技术高产实惠，省
工省力，必须要学到。”

有人愿意学，还得有人愿意教
才行。谁来教？农技专家！就在金银
根通过电话向镇有关部门表达意
愿后不久，也就是今年3月3日，宜
秀区农业农村局和杨桥镇的农业
技术专家就来到他家，面对面宣传
党的惠农政策，“一对一”帮助他制
定再生稻发展计划，并从选种、播
种、栽插、机收、订单销售等关键环
节给出指导意见。

“这下，心里踏实了。”金银
根吃下了安心发展再生稻产业的

“定心丸”。

3 月 2 日上午，太湖县天华镇
金梦湾育林农业公司基地里，一群
农技专家也在忙碌着。

“你这个茶园去年夏秋怎么没
有修剪啊，你看高低不齐、长得与
人一样高，管理实在是不及格
啊！”来自太湖县农业农村局的茶
叶专家张正友，对于该公司在茶
叶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毫不留
情地批评道：“你看这样的茶园芽
头少，当然产量低，再一个是不
便于采摘，不便于管理啊。”

面对批评，公司负责人姜万
林一边认真做笔记，一边请教

“补救之法”。
“没有专家老师的指导，就没

有发展。”姜万林说，如今他们公
司拥有200亩红心猕猴桃、50亩
早熟桃、50亩柑橘、50亩早生茶

基地，这么大的生产规模，离不
开农技专家的知识“灌溉”和技
术指导。“未来，更离不开。”

建设施“慧种地”的农民

外地人初到桐城市范岗镇杨
安村，都十分关注田野中的一个庞
然大物——建设面积达5万平方米
的玻璃智慧温室。进入这座建筑，
则会看到穿着白大褂，带着塑胶手
套的工作人员。是的，他们是农民。
物联网、水肥一体化、自动滴灌等
新技术自不必说，在这里工作的农
民还特别“不接地气”，在其中往来
穿梭时也要依靠“轨道车”。

“这是目前安徽省规模最大、
技术最先进的智慧温室大棚。立体
栽培、无土栽培、自动化控制等生

产技术均属世界领先水平。目前大
棚主要生产番茄，近两个月是采摘
高峰期，日产量可达十五六吨，预
计这一季番茄总产值1800万元。”
凯盛浩丰农业公司驻桐城基地计
划主管高宏伟介绍，这里所产番茄
实行订单销售，大部分销往上海、
杭州、宁波等长三角地区城市，实
现从田间到超市的直供。

这座玻璃智慧温室不过是该
产业园的一期项目——该产业园
总占地面积800亩，总投资预计10
亿元，后期将建设2至5个同等面
积的大棚，配套建设产业加工园
区、信息数据中心、科技研发中心。

而对于当地农民来说，除了
“穿着白大褂、带着塑胶手套、坐着
车种田”的新鲜感外，还有实实在
在的经济收益。

这处正在发展中的现代智慧农
业产业园，已经吸纳了杨安村及周
边100余人务工，杨安村村民陈思
云就是其中一员。“在大棚里上班，
一个月有大概3000元的工资。”陈思
云说：“关键是离家近，能顾到家”。

树品牌“主力军”的战场

桐城市龙眠河畔有一个天林
村，村里有一个自然村落天林庄，自
古是鱼米之乡。天林庄有一个肤色
黝黑、身材壮硕的汉子，名叫张开
诚。作为世代务工的农民，他和祖辈
一样热爱这片土地。与祖辈不同的
是，他是新时代的新农人，深知农产
品品牌化的重要性。正因如此，经过
多年探索发展，如今的他已经成为
手握“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绿色食
品”等“金字招牌”的企业家。

“如今，我们天林米业公司能
年产 50 吨优质大米，其中高端锌
米已经打入长三角，有近 50 家固
定的经销商。当然，都得益于这些

‘金字招牌’。”
然而，“金字招牌”的取得并不

简单。“首先，天林庄有富锌土壤，这
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专
注生态农业，专注做让大家吃得安
全、健康、放心的锌米事业，种植纯
绿色的有机富锌大米。”张开诚说。

天林庄的大米品牌打响后，
在带动当地产业发展的同时，促
进了农民增收。

“搞农业，市场是不得不考虑
的问题。现在我们不用考虑这个事
情了。有合作社订单保障，我们只
管种粮，稻割了送去就行。”天林村
种植大户张涛来说，加入天林米业
种植合作社，走上订单农业的道路
之后，他不仅完全没有了销售方面
的焦虑，每亩田的收入还增加了
200至300元。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送技术 建设施 树品牌

各地大力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工程

桐城市范岗镇杨安村的智慧温室大棚。 全媒体记者 江胜 摄

本报讯 我市优化税收服务助推经济绿
色健康发展。释放税收红利。运用税收大数据
主动甄别符合享受优惠条件的纳税人，精准推
送税收优惠政策信息。截至目前，累计减免环
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税收2533万元，释放资
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5248万元。创新绿色监
管。构建“信用+风险”新型风险管理模式，对环
保企业进行动态信用风险“画像”，进行低风险
预提醒、中风险强监管、高风险严查处，加快推
进智能化动态精准风险管理。截至目前，共组织
完成风险应对任务8136户次，入库税款7117.31
万元。优化服务方式。开辟涉税办理“绿色通
道”，优化退税流程，办理时间压缩至8个工作
日。精简资料报送，取消文书表单30个、税务证
明事项60项，资料精简率达42%。 （税务）

我市优化税收服务
助推经济绿色健康发展

本报讯 3月19日，我市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严厉查处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非法销售点。

行动由市文化和旅游局统一部署，市市场
监管局、市公安局等单位紧密配合，组成5个行
动组开展执法检查。当日下午2：00，5个行动
组同时行动，对市光彩大市场和各电器商城、
五金商铺等场所进行检查。执法人员共查处了
27个非法销售点，没收了147套非法设施。

（通讯员 陶越 唐文兵）

我市查处卫星电视广播
地面接收设施非法销售点

本报讯 岳西县检察院在开展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工作中，采取四项措施推深做实学习
教育环节各项工作。

上党课。通过主要领导带头讲、班子成员
讲、支部书记和党员讲的形式上党课，同时将党
课资料上传工作网，供全院干警学习；晒笔记。
通过抽查、评查等方式，检查干警学习情况，对
学习不认真的干警明确整改要求，对因客观原
因缺课的干警及时安排补课；谈体会。开展主题
征文活动，组织“听党课、谈感悟、写体会”，印发
《岳西县检察院教育整顿工作简报》，选登优秀
学习心得体会文章；亮成绩。组织全体干警进行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应知应会”知识测试，公示
考试成绩，以考促学，强化学习效果。

（通讯员 张从高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岳西县检察院四项措施

增强学习教育效果

本报讯 大观区“四管齐下”确保农业生
产不负春光。稳住播种面积。坚决扛起粮食安
全政治责任，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预计
今年春播农作物面积8.95万亩。扩大早稻（含
再生稻）生产，其中再生稻种植面积500亩，实
现早稻面积“零”的突破。抓好农资供应。开展
种子、肥料等农资供求调查预测，采用订单采
购、点对点配送等方式，打通农资运输和供应
堵点，针对性储备农作物种子 1.7 吨、农药 1.4
吨、化肥800吨。强化技术指导。30余名农技专
家对接122户家庭农场、76家农业合作社，开展
服务指导，举办引种、用种等培训20余场次，指
导实施除草、施肥等田管近1.5万亩。紧盯市场
秩序。依法打击生产经营假冒伪劣农资和哄抬
物价违法行为，开展农资打假专项巡查等10余
批次，检查农资经销门店20余家。 （大观）

大观区“四管齐下”

确保农业生产不负春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