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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 3月26日下午，2021年
市安委会第一次会议暨创建国家安
全发展示范城市、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森林防灭火、防汛抗旱准备、减灾
救灾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张君毅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市应急局、市林业局、市水
利局分别就创建国家安全发展示范
城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全市春季森林防火、水旱灾害防御准
备工作做了部署安排。市公安局、岳
西县、迎江区就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
安全生产工作做了经验交流。

张君毅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进
一步认清当前形势，全面认识做好
安全生产、森林防灭火、防汛抗旱
和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时刻
绷紧安全责任弦，做到警钟长鸣、常
备不懈；要进一步突出工作重点，强
化风险管控和应急保障能力，全力以
赴打赢安全生产攻坚战、森林防灭火
阻击战、防汛抗旱保卫战和减灾救灾
持久战；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抓严抓实抓细风险隐患排查治理，
从严压实各项工作责任。

（全媒体记者 高艺伟）

张君毅在2021年安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

强化风险管控时刻绷紧安全弦

本报讯 3月26日，合安宁安安
九高铁（安庆段）文明创建工作提升暨
全域创建文明城市推进会召开，市委
常委、宣传部长王爱武出席并讲话。

王爱武指出，要紧盯重点，以高
铁沿线环境整治为抓手，直面问题，
破解难题，拿出好办法、硬措施，全
面提升创建成效，打造文明安全安
庆新名片。要提高站位，以全域文
明为目标，精准对标，严格达标，
软硬件两手都要抓，掀起文明城市创
建新高潮。要压实责任，以聚力攻坚
为保障，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高

铁沿线各火车站要加强文明创建提
升工作，将火车站打造成安庆的文
明窗口和创建亮点。要将日常调度
与专项督查相结合，发挥好督查巡
查、通报问责等机制作用，确保创
建督查见人、见事、见效。就督查
中发现的问题，要主动认领，聚焦
问题，立即整改，以切实举措和务实
作风提升促创建任务落实。

会议部署了合安、宁安、安九高
铁（安庆段）文明创建工作提升暨全
域创建文明城市工作。

（全媒体记者 徐媛）

王爱武在全域创建文明城市推进会上要求

紧盯重点高铁沿线环境整治

本报讯 3 月 25 日下午，全市
巡察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市
纪委书记、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耿延强出席并讲话。

在听取各县（市、区）巡察工作汇
报后，耿延强指出，各级巡察机构要
坚守政治巡察职能定位，聚焦贯彻落
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强化
政治监督，重点加强对“十四五”规划
实施、中央和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
改、换届纪律等方面的监督检查。要
总结提炼本届党委巡察工作经验做
法，形成“安庆经验”“安庆模式”，聚

焦群众反映强烈、权力较大、风险较
多、推动改革不力等部门和领域，将
专项巡察、机动巡察和巡察“回头看”
贯通起来、穿插使用，开展提级巡、交
叉巡、联动巡，破解熟人社会监督难
问题，注重信息化建设，为巡察工作
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要督促
落实整改主体责任，加强巡察整改的
日常监督，提高巡察问题线索处置效
率和质量，不断深化巡察成果运用，
做好巡察“后半篇文章”，全面推进新
时代巡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全媒体记者 白萍）

耿延强在全市巡察工作会议上指出

破解熟人社会监督难问题

每年的3月22日至28日是“中国
水周”，今年的主题为“深入贯彻新发展
理念，推进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据
统计，我国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水量惊
人，2019年全国城市、县城公共供水管
网漏损水量近百亿吨，大体相当于700
个杭州西湖的蓄水量。

“十三五”期间，我市推进供水管网
改造和科技创新，构建漏损管控体系，市
区管网漏损率从2015年的23.94%降至
2020年的7.13%，每年节水量达700万
吨，5年可节省近一个菜子湖的蓄水量。

老旧小区成漏水“重灾区”

“漏损率23.94%也就是说供水100
吨中近24吨还没到用户家，就在路上
流掉了。”3月24日，安庆供水集团管线
管理所所长罗序斌向记者介绍说，2020
年安庆全社会用水量为9481万吨，漏损
率虽然已经降至7.13%，但漏水量仍达
675万吨，相当于漏掉了安庆市区一个
月的用水量。

1911年，我市建立了安徽省第一座
自来水厂，供水历史已超百年。由于供

水管网敷设时间跨度大，老化现象严
重，部分管道年久失修，是漏水和爆管
极易发生的主要原因。

此外，除了供水管网陈旧老化外，
一些施工单位在对地下管网走向不明
晰的情况，进行开挖地面时，也会导致
施工中供水管道被挖坏，产生漏损。

2008年，我市供水管网漏损率高达
38.86%，年爆管次数达18次，为近年来
最高。老旧小区成了漏水“重灾区”，供
水管网改造刻不容缓。

全市累计改造管网超143公里

近几年来，我市老旧小区、背街后
巷改造按下“快进键”，供水管网改造同
步进行，淘汰了材质落后的供水管材，
投入耐腐蚀性强的新型复合管道，建设
了更加合理的城市供水管网系统。

2017年，我市中心城区地下管网
普查项目通过验收，标志着我市地下
管网实现“管线一张图”。自此，我市
涉及地面开挖的施工，施工企业需到
安庆市城管局调取地下管网信息，摸
清管网敷设情况，避免开挖对管网造

成不必要的破坏。
2015年起至今，我市已累计改造供

水管网超143公里，漏损率逐年下降。
虽然距离目前全国供水管网防漏损标
杆、年漏损率不到4%的浙江省绍兴市
仍有一定距离，但我市供水漏损已从行
业较低水平，跻身国内中上游。

网格化管理精准锁定暗漏

对于大部分供水企业来说，管网漏
损，一直都是棘手的问题。

由于供水管道埋设在地下，除了肉
眼可见的明漏点，还有大量的暗漏无从
得知。

在科技欠缺的过去，要想从地底下
找出这些漏点，只能靠经验丰富的检漏
员双脚行、双耳听。

焦帅是管线管理所一名老员工，他
说，以前找漏点是盲目“广撒网”。凌晨0
时至2时，是检漏的“黄金时间”。检漏
员拿上听漏杆，沿着管线，翻开一个个窨
井盖，听水流变化声，判断是否漏水。

而要想改变管网漏损的严重现状，
大幅降低漏损率，单纯依靠人力是远远

不够的。2017年，我市“上线”安庆供水
管网分区计量管理系统，通过对全市
2000多公里供水管网定位“普查”，绘制
供水“一张图”，精细划分计量分区，形
成网格化管理格局，在管网关键节点安
装渗漏记录仪，构建漏损监控系统，实
现科学防漏第一步。

“该系统可以最大限度缩小漏点范
围，帮助检漏员锁定区域，第一时间检
漏，提高了检漏效率。”罗序斌说，有了
这项“利器”辅助，打破了我市降漏工作
瓶颈期，每年发现漏点达上千处。

3月20日晚，经密切观测分区计量
管理系统，焦帅发现经宜秀区大桥街道
叶祠南苑社区夜间流量异常，判断该区
域存在漏点，当夜便和同事赶赴现场，
最终发现一处小时流量高达150吨的大
漏点。通过及时抢修，全年可减少水资
源浪费131.4万吨。

“降漏就是节水。目前市区供水管
网漏损率已降至10%以下，达到了国家
节水型城市考核标准，对于安庆创建国
家节水型城市有重要意义。”3月25日，
安庆市节水办主任孙艳表示。
全媒体记者 程呈 通讯员 汪颖璇

“降漏节水”有方 5年省出一个菜子湖

本报讯 脱贫攻坚后，扶贫资产怎
么管，怎样保证扶贫资产安全增值、持
续惠民，让扶贫资产持续发挥效益？望
江县赛口镇的做法是：扶贫资金项目
化，明确项目产权归属和管护职责，实
行安全保底，努力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汪文华是该镇特色水产品经营大
户，在特色水产养殖方面具有技术优势
和能力，去年他准备上马蚂蝗养殖项
目，但是资金上有困难。该镇了解情况
后，积极整合产业扶贫资金，在金堤村
整合土地建造综合种养大棚，决定建成

后交由汪文华负责生产经营。
该镇政府和汪文华商定：大棚产权

归金堤村村民委员会所有，汪文华负责
大棚的管理经营，汪文华每年拿出200
万中的6%给金堤村村民委员会，并对
金堤村进行优先用工。

“这样做一举三得，一能为企业解
决融资困难，二能为金堤村集体每年增
收12万元，三能优先保证金堤村村民
务工增收。”该镇扶贫办主任曹震说。

大棚建设进展迅速，汪文华脸上笑开
了花。“据测算，14400平方米的大棚，今年
就可实现蚂蝗总产4万斤。刨去上交村

里的分红和用工等相关支出，保守估计今
年净收入超150万元。”汪文华说。

除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外，赛口镇
强化对扶贫资金投入的产业类项目管
理，做到扶贫资产管理精细化。

2016年起，该镇对扶贫资金投入
形成的资产，统筹开展后续管理、效
益发挥、收益分配、防范资产流失等
工作。针对项目运营中容易出现的扯
皮问题，该镇明确产权归属和管护职
责，规定扶贫资产产权统一归属所在
村的村民委员会；组建镇、村、村民
组三级管理网络，每个项目明确一个

具体管护责任人，签订管护协议，建
立管护台帐。

“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建成了带不
走，群众持续受益；产业类项目，万一产
生不了效益，产权还在所在村。这样做，
就为扶贫资产的安全保了底。”曹震说。

2016年以来，该镇累计整合各类扶
贫资金7300余万元，建成农村道路等
基础设施项目 253 个、产业类项目 32
个。截至目前，32个产业类项目已累
计实现收益分配近900万元，有效带动
1200余户贫困户脱贫增收。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通讯员 方明）

明确产权归属和管护职责

扶贫资产管理夯实乡村振兴基础

为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进
一步扩大民主，广泛听取群众意
见，把干部选好、选准，根据《党政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现
对以下拟任人选进行公示：

陈爱军，女，汉族，54岁，籍贯、
出生地明光，大学学历，法律硕士，
中共党员，现任安庆市委副书记，
拟任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常
务副校长（副院长）、安徽经济管理
学院院长、党委书记；

张君毅，男，汉族，51岁，籍贯、
出生地涡阳，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
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安庆市委常
委、副市长，拟任安庆市委副书记；

黄贵忠，男，汉族，56岁，籍贯、
出生地六安，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
员，现任安庆市纪委常务副书记、市
监委副主任、一级调研员，拟任省纪
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

公示时间为2021年 3月 27日
至2021年 4月 2日（每天上午8:00
至 12:00，下午 2:30 至 5:30）。在此
期间，省委组织部安排专人值班，
并在安庆市东部新城综合写字楼
设立意见箱，听取干部群众意见。
如发现上述同志在德、能、勤、绩、
廉等方面存在问题，可以当面或用
信函、电话、登录举报网站等形式
向省委组织部反映。来信可投入
意见箱或直接寄省委组织部干部
监督处。

邮编：230091
值班电话：0551-12380
举报网站网址:www.ah12380.

gov.cn
特此公告

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
2021年3月26日

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
公 告

本报讯 “我是党员，我带头交这半
年的物业费。”3月25日，在安庆经开区
老峰镇“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现场，
段山村老党员曹春兰带头缴纳物业费。

连日来，老峰镇把“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融入党史学习教育中，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随着我市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迅
速东进北扩，老峰镇首当其冲，其中老
峰、金星、泉河、段山 4 个村（社区）
10000多人口全部被征迁。

群众生活改善了，但基层治理中的

难题也接踵而至：安置小区居民共治
意识不强、物业费收缴难；居民办事不
便；基层组织力量薄弱。面对难题，老
峰镇4个村（社区）通过联合开展老党
员学党史活动、联合办公、创新“五同”
工作法，推动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我们既然享受了物业服务，就要
按时缴纳物业费，并且要积极遵守、加
入小区的日常管理，这样我们才能有更
舒适的生活环境。”曹春兰说。在党员
们的带动下，和平苑这个全市最大、有
着3300多户安置户的还建小区物业缴

费率迅速提高，达到70%。
“4个村和社区都拆迁了，居民几乎

都住在和平苑小区，因此，我们结合党
建品牌尝试联合办公，并把服务大厅设
在了和平苑小区内。”泉河村党总支副
书记苏秋菊介绍，“我们村委会以前就
几十平米的办公区，七八个人，有时候
群众大老远来办事，碰到我们外出上门
入户可能就白跑一趟，现在不仅不用出
小区，还可以由其他村办事员代办，十
分方便。”通过联合办公，解决了居民办
事不便的难题，让群众办事不出小区。

面对基层组织力量薄弱的问题，
老峰镇创新“五同”工作法，推动实现共
建共治共享。“‘五同’即党建计划同商、
党建载体同创、弱势群体同帮、为民服
务同抓、文体活动同办，实现基层党组
织、基层社会管理和基层公共服务的
协作化。”老峰社区党委副书记何本香
介绍，“在党建引领下，大家一起出谋
划策，充分融合资源联享、活动联
办、组织联建，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尚。”
（全媒体记者 江露露 通讯员 余莉莉）

把实践活动融入党史学习教育

老峰镇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解决了

“十三五”期间，我市大力推进供水管网改造，市区管网漏损
率从2015年的23.94%降至2020年的7.13%——

3月25日，在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
学院练功房里，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
下，或进行身段练习，或进行唱腔训
练。她们刻苦练功，不负春光。

全媒体记者 储永志 摄

不负春光练功忙

接种前，受种者要携带相关证件
（身份证、护照等），接种当天穿宽松
的衣服，佩戴口罩，扫健康码。

接种时，配合现场工作人员询
问，如实提供本人健康状况和接种禁
忌等信息。

接种后，要在留观区留观 30 分
钟，没有异常情况才可以离开；保持接
种局部皮肤的清洁，避免用手搔抓接
种部位；接种期间不要酗酒、剧烈运
动，保证充足的睡眠和休息；接种后按
压棉签需扔在指定的医疗垃圾桶内；
如出现发热、皮疹等不适症状时，及时

就医并报告接种单位。
新冠疫苗通常情况下和其他疫

苗接种要间隔至少两周以上，但如公
众遇到了动物咬伤或者出现外伤，要接
种其它疫苗，在这种情况下不建议按照
两周间隔接种，可以不考虑间隔，优先
接种狂犬病疫苗或者破伤风疫苗。

接种疫苗后虽然可以产生免疫
力，但任何疫苗保护作用都不可能达
到100%，特别是在还没有建立起社会
防疫屏障的情况下，仍然会有感染风
险。所以，不可以放松个人防护措施。

来源：安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接种新冠疫苗应注意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