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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桐城市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科技支撑。加快农业物
联网技术推广，推进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经
营主体中的广泛使用，积极培育农业高新技
术企业，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示范应
用。截至目前，建成高标准农田52万亩，农
业信息化覆盖率达77.62%。培育主体。积极
引导土地流转，现有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面积
45万亩，流转率72%。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发展壮大，培育家庭农场971家、农民合作
社591家、各级农业龙头企业209家。政策扶
持。加大现代农业示范区资金投入，整合各
类涉农项目资金，引导社会各界和各类投资
主体参与示范区建设。去年农林水支出6.29
亿元，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9.02亿元。绿色
发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
经营体系，树立农业现代化建设标杆。今年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90%、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率 92%、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96.05%。 （桐城）

桐城市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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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松县司法局凉亭司法所所
长、凉亭镇枫驿村党总支书记蔡军
从事司法工作11年来，无论工作怎
么变动，都像一颗钉子，牢牢钉在
服务群众的各项工作之中。正是
凭着这种钉钉子精神，他共参与调
处各类矛盾纠纷1663起，办理法律
援助案件3150件，今年一月份荣获
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称号，并先后
获安徽省优秀公务员和安庆市司
法行政工作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法律援助：钉在解困纾难上

法律援助中心是蔡军大学毕
业后工作的第一岗，也是司法工
作第一线。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
是刑事诉讼中的未成年被告人，
以及涉民事诉讼的贫困户、单亲
家庭女性成员、农民工讨薪等。
办理这类案件往往难度大，麻烦
多，很难得到当事人认可，往往
吃力不讨好。蔡军却迎难而上，
坚信宝刀锋自磨砺出。

2017年9月，宿松县凉亭镇一
位农民工在湖北黄梅一家建筑工
地的楼房三楼施工时坠落，经医
院抢救后不幸身亡。家属情绪失
控，施工企业态度蛮横，连锁冲
突一触即发。蔡军接到援助任务
后，先后4次自费出省进行调查协
商，13 次到受害者家庭上门疏
导，宣传法律。蔡军像钉钉子一
样，钉准事实和法律，钉准依法
处理的每一个关键环节，最终促
成双方达成赔偿协议，施工企业
80万元赔偿款全部及时履行到位。

人民调解：钉在排忧解难上

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

出乡，矛盾不上交”，人民调解无
疑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
线。凉亭镇是宿松县的北大门，
治安环境直接关系到宿松的发展
环境、招商引资环境、“三线三
边”创优环境等整体形象。稳定
压倒一切就必须在人民调解上下
足“绣花”功夫。

李某某为征地拆迁，项某某
为劳动争议，曾经信访不信法，
成为多年的“老上访户”。蔡军接
手这两起陈年旧案后，先是一头
钉 进 浩 繁 的 法 律 和 相 关 政 策
里，连续熬了三个通宵；二是
仔细研究二人多年来的数十份
信访材料和信访部门的答复材

料，然后板上钉钉，制定出息
访方案，剩下的就是做通两人
的思想工作了。“只要功夫深，
铁杵磨成针”，信访死结、心中
纠 结 、 问 题 症 结 一 一 迎 刃 而
解。先前常年待在家里上访的李
某某，已外出务工，过年回家也
不忘去司法所找蔡军谈谈心。

总支书记：钉在脱贫攻坚上

2018年7月，组织上安排蔡军
担任凉亭镇枫驿村党总支书记，
他二话不说，一下子就全身心扑
在全村的脱贫攻坚工作上。他年
迈的父亲成了桐城市的一名留守

老人，母亲带着他8个月大的二宝
在县城当上了全职保姆，妻子和8
岁的儿子，生活在另一个镇上的
小学里。一家6人4地，常常是三
五天电话都忙着打不上一次，但
他对自己肩上的责任，却不敢有
丝毫懈怠。

全村所有贫困户的情况，他
都了然于心；每一项民生工程，
饮水、道路、危房改造项目，他
都亲自过问。他走村串户，上门
走访，安排贫困户到公益性岗位
工作，利用朋友圈帮助贫困户销
售家禽、土特产，为贫困家庭申
请爱心组织帮扶，创建市级中心
村和民主法治示范村。蔡军舍小

家、顾大家，和村“两委”班子
成员带领全村人民，高质量赢得
脱贫攻坚战胜利，全村246户贫困
户、839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司法所长：钉在法律服务上

蔡军在工作一线“忠诚，干
净，担当”，钉得住，钉得牢，很
快脱颖而出，担任凉亭司法所所
长。这是一个以法律服务人民群
众的岗位，蔡军履职尽责，一方
面为凉亭镇在征地拆迁、违建拆
除、信访维稳、招商引资、环境
整治、园区建设和105国道征迁等
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一方面
坚持“谁执法谁普法原则”，引导
和教育人民群众学法、守法、尊
崇法律。

在枫驿村美丽乡村建设中，
一条通组道路要经过该村5户村民
的废旧旱厕，相关涉路村民一开
始抵触情绪激烈，致使项目推进
受阻。蔡军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白天一家一户走访，晚上把
有意见的村民召集到一起座谈，
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说清楚大
家好小家才好、不能只顾小家忘
了大家的朴素道理。终于5户村民
一分钱不要，全部主动拆除自家
旱厕。如今，一条宽敞的水泥大
道穿组而过，路边绿树成排，晚
上路灯明亮。村民们一个个啧啧
赞叹：这是一条致富路，也是一
条和谐路！

《雷锋日记》 里有这样一句
话：钉子有两个长处，一个是挤
劲，一个是钻劲。宿松县司法局
局长石海燕说：“蔡军是一颗钉
子，钉在哪里都牢靠。”

通讯员 孙春旺 朱亚夫

“钉在哪里都牢靠”
——记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蔡军

本报讯 望江县“四色联动”促进农业
农村高质量发展。产业发展上“着色”。发展
绿色高效产业，建成30万亩优质专用品牌粮
食（水稻）生产基地、1万亩国家棉花产业联
盟望江实验区、5.3万亩绿色油菜高质高效生
产基地。主体培育上“添色”。发展市级以上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61家，引导成立现代农
业产业化联合体11家，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
770家，家庭农场注册登记1126家。乡村颜值
上“提色”。推进长江岸线“1515”污染防治
攻坚，长江干流5公里范围内94家畜禽养殖
场户整改达标52家、关闭42家。推进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
率100%，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92%。工
作创新上“增色”。强力推进禁捕工作，创新构
建农业农村、交通、水利“三线合一”综合执法
监管模式，成立县级长江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切实保护沿江水域渔业资源。 （望江）

望江县“四色联动”

促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市公管局依托“互联网+”赋能
创优营商环境。服务事项“一网通办”。改造
升级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实现项目发布招
标公告、投标报名、专家抽取、开评标等各
环节全程在线办理。交易项目“网投网开”。
实施“不见面”投标、开标，投标人在线递
交投标文件、远程解密文件、线上查看开标
记录和评标情况，现已实施“不见面”开标
项目近900个。交易信息“全网公开”。推动
专家入库申请等事项办理上线皖事通 APP，
实现专家信息掌上查阅。优化市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网，推动项目审批、交易、监管、履
约等各类信息网上“全公开”。数字证书

“全网认证”。取消本地投标企业诚信库，对
接进入省市场主体库，推动市场主体实现全
省范围内主体信息“一次注册，全省共享”。
升级交易平台电子系统，支持省内各地数字
证书认证，助力实现CA证书“一地办理，全
省通用”。 （公管）

市公管局依托“互联网+”

赋能创优营商环境

3月22日，蔡军为凉亭镇综治中心党员上党课。 通讯员 孙良高 摄

本报讯 安庆经开区菱北办事
处因地制宜，盘活资源，大力发展
集体经济，提升民生福祉。

“我在刘纪社区生活一点都不
愁，社区给我们的福利还可以。”
今年72岁的曹立上是安庆经开区
菱北办事处刘纪社区居民。3月10
日上午，老人泡着一杯茶，坐在
刘纪工业园的传达室里读报纸。
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出身的曹立上
怎么也没想到，到了晚年，生活
不仅不用依靠儿女，还能工作赚
钱补贴下一代。

曹立上安逸的晚年生活部分得
益于刘纪社区给予原居民的“福利
套餐”。按照刘纪社区的福利发放
标准，男60岁以上、女55岁以上
居民每人每月可领取230元生活补
贴；45岁以上居民每年均购买人身
意外伤害险；曹立上是居民组长，

每月还能领200元工作补助。为增
加老人收入，社区给他安排了每月
1400元的值班工作。“我在这里值
班，加上我们老夫妻俩的生活补
贴，一年能拿到2万多块钱。我们
生活绰绰有余。社区搞好了，大家
生活都改善了。”

好福利需要好的经济基础作支
撑。刘纪社区居民们之所以能享受
到这么好的福利待遇，社区近几年
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功不可没。刘纪
社区党委书记吴义仁说：“我们社
区集体经济的来源主要是租金，我
们利用原来开发的征地资金，建一
些厂房、门面盘活资产。”

刘纪社区目前拥有44000平米
刘纪工业园，32000平米小龙山厂
区，240平米沿街门面。2020年，
刘纪社区集体经济收入658万元，
位列菱北办事处13个社区之首。

吴义仁深知，想要盘活资产，
收益源源不断，守株待兔是万万
不能的。“也有这种情况，租不
掉。我们发动所有工作人员出去
找客源，以客源带客源。第二就
是提高自己的服务质量。如果我
们服务跟不上去，人家前面来后
面走。只要客户需求的事，我们
尽量解决。”

口碑好了，客源也就稳定了。
即使在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刘
纪社区的几万平米厂房无人退租，
集体经济稳步提升。

吴义仁介绍，600多万的集体
收入，除去支付社区21名工作人员
的工资外，剩下的大部分都投入到
民生。算上前面提到的生活补贴，
社区对五保户、烈军属、残疾人、
困难户每年给予400到2000元慰问
金。社区仅在居民福利支出上，一

年就超过300万元。
此外，社区还投入大量资金用

于文明创建，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对市政小区、迎宾公寓进行环境整
治，对古树新苑、迎宾北苑等还建
小区实行物业费兜底。

与刘纪社区拥有丰厚的资产不
同，菱北办事处晶海社区资产单
薄，用晶海社区党委书记芦庆的话
说，就是没有“造血功能”。以
前，晶海社区年集体收入仅有十
几万元，支付社区 13 名工作人员
的工资都不够，更别说开展社会
事务了。2020 年，安庆经开区管
委会将支八路20亩闲置土地交由
晶海社区管理。有了这块地，社
区的集体经济收入终于突破了十
几万元的瓶颈。

“我们通过积极招商引进了两
家企业，一家驾校，一家车检中

心。我们为车检中心配建了厂房，
另外在多余的空地，做了沿街门
面，扩大整体收益。”芦庆介绍。

2020年，晶海社区集体收入达
到63万元，同比增长205%。钱袋
子鼓了，社区考虑着如何提高居民
们的福利待遇。晶海社区人口
10000人左右，老年人比较多，破
产企业宿舍较多，家庭经济困难户
多。芦庆说：“集体经济收入拿出
一部分，联合辖区共建单位、爱心
企业和个人，每年为困难家庭提供
资金上的帮扶。”

2020年，菱北办事处集体经济
收入3058.93万元，同比增长4%，
居民福利支出732.2万元，特殊群
体慰问支出21.85万元，文化教育奖
励11.98万元。

（通讯员 胡忠 汪晶 全媒
体记者 付玉）

社区集体经济带来好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