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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 “好了，您回去等通知
吧。”3月25日一早，吴佩佩娴熟地为
村民办理了独生子女证申请业务，回
到工位上，一天忙碌的工作才刚刚开
始。几年前，家住桐城市唐湾镇唐
湾村的吴佩佩还是一名建档立卡贫
困户，而现在，她已经当了两年村
后备干部。

2014年，由于家里田地少、父亲
有残疾、妹妹要上学，吴佩佩家成
了建档立卡贫困户。之后，茶产业
发展、教育扶贫、医疗服务、小额
贷款……一项项扶贫政策落实到户，
吴佩佩家日子一年一年好起来，到了

2017 年，吴佩佩家脱了贫。2018 年，
由于村干部“老化”现象严重，平均
年龄达到了 55 岁以上，为了提前培
养“接班人”，唐湾村发布了招聘后备
干部的公告，只要是大专及以上学历
均可报名。

当年，吴佩佩30岁，已在上海等
地打工近10年，可当她看到公告，第
一时间决定回乡。

“我们享受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脱了
贫，现在党和政府有号召，我也应该
做点贡献。”吴佩佩说。

如今，吴佩佩在村计生专干的岗
位上已经干了两年多。“上手特别

快，能吃苦，业务能力也很强，工
作也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唐湾村
党总支书记彭斌说，特别是去年疫
情防控期间，吴佩佩在返乡人员摸
排、登记、上报等方面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这期间，她写了入党
申请书。

“作为年轻人，要想更好地为人民
服务，为国家和民族贡献自己的聪明
才智，就应该站到党旗下，加入到伟
大光荣的党组织中……”吴佩佩在入
党申请书中写道。现在，吴佩佩已经
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

在唐湾村，像吴佩佩一样，从贫

困户到村后备干部的还有朱彪。2015
年，在政策帮扶下，朱彪家脱了贫。

“当时，我还在浙江打工，就想着有一
天要回到家乡，为家乡做点事。”朱彪
说，2018年村后备干部的招聘公告，
让他踏上了回乡之路。目前，他在村
里负责党建工作。去年底，他也向组
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今年换届，村里将有一批人要退
休，而这些年轻人也都能担起来了。
未来，实施好乡村振兴，带着大家过
上更好的日子，就要看他们的了。”彭
斌说。
（全媒体记者 江月 通讯员 潘月琴）

唐湾村脱贫“后浪”助力乡村振兴

3月30日清晨，岳西县古坊乡上
坊村生态护林员汪咏生骑上摩托车，
开始了一天的巡山、值守、宣传等工
作。临近清明，老汪每天上午都会在
村里重要的进山口值守，劝导村民文
明祭祀。

“乡里统一发了鲜花，碰到拿香
纸、鞭炮的村民，我就会用鲜花把这
些传统的祭祀品换下来，确保没有明
火上山。”到达值守点，从摩托车上拿
出鲜花的老汪告诉记者，这样的做法
乡里已经推行了好几年，随着移风易
俗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村民大多都
自觉地不携带明火上山。

今年48岁的汪咏生自小就生活在
大别山区，对山上的一花一木颇有感
情。早些年，听闻自家及周边山区一
些森林山火的发生，老汪便加入了村
里森林扑火队，成为了一名扑火队

员，参与了多场周边村庄、乡镇扑火
行动。2016年，通过自主报名，经选
聘、公示等程序，他的身份又从一名
扑火队员转变为生态护林员。

2019年，岳西县白帽镇发生森林
火灾，住在临近的汪咏生闻令而动，
第一时间通知全村护林队员，拿上灭
火设备，火速赶往事发地点。从下午
3点开始根据指示开辟隔离带，一直
忙活到夜里12点才确定明火扑灭。为
了防止余火复燃，他选择留下来和当
地护林人员坚守现场，直到隐患全部
消除，这才拖着疲惫的身子下山。事
后得知，该场山火是因为路过的车辆
驾驶员乱扔烟头所致，这也让汪咏生
在巡护中多长了几个心眼。

“一个小小的烟头稍不注意就会引
起一场大火灾，那多提醒一次可能就
会避免一场火灾。”看见有村民在山边
路边抽烟的，汪咏生总会提醒几句。
而在他巡护的山林片区，多年来更是
没有发生一起森林火灾。

跑得勤、巡得细、说得多，这是
汪咏生担任生态护林员最真实的写
照。防火任务不重时，他一天就得在
山里转上八九个小时。

“看着山越来越绿，树木越来越
多，我感觉挺值得的，守护山林就是
守护我的家。”汪咏生告诉记者，由于
妻子、孩子都患有比较严重的疾病，
一家人曾是贫困户，正是靠着当护林
员和植树造林，这才脱了贫。他对山
林也有感情，把山护好是自己最大的
心愿。如今，他种下的油茶、枫树等
树木近10万棵。

古坊乡每年会集中组织护林员进
行知识培训。如何保护珍稀树种、如
何开展防火宣传、如何种植油茶……汪
咏生不仅仔细记在本子上，还将这些知
识用于帮助他人。“自打我前两年回来
改造低质林发展油茶，咏生就三天两头
往我的林子里跑，手把手教我怎么剪枝
整形、怎么施肥。多亏了他，我家山上
的野生油茶才能越长越盛，去年10多
亩油茶收益达到了3万多元。”上坊村
脱贫户郑向宝感激地说。

汪咏生带动更多村民加入到护林
增绿队伍的同时，他还在山区发展起
了优质稻米种植。

在当地乡、村的支持下，2018年，汪
咏生利用4万元小额扶贫贷款，联系一
些贫困户牵头成立优质稻米种植合作

社，通过土地流转、合作经营、自种代销
等方式，吸引了 120 户农户加入合作
社。合作社与安徽张海银基金会、荃银
高科股份公司建立长期帮扶关系，为村
民无偿提供优质种子和有机肥料，指导
农民科学种田、降低能耗、提高效益。
在合作社的带领下，村里从过去种植水
稻收入每亩不足1000元提高到现在每
亩2000多元，全村优质大米年产值达
到 100万斤，加入合作社的贫困户户
均增收3000元以上。

记者采访时，汪咏生多次提到自
己是一名党员，就应该多为村里做一
些事。2019年，为防范非洲猪瘟疫情
传入，村里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进村
主要卡口，他主动提出长期值夜班，
这一值就是近一年。“去年疫情，老汪
主动要求值夜班，连续两个多月白天
宣传、晚上值班，人瘦了一大圈，他
是村里党员的典范。”上坊村党支部书
记徐声怀说。

不久前，汪咏生先后荣获安徽省
“最美生态护林员”、全国“最美生态
护林员”称号。

安徽日报记者 洪放
（原载于4月1日《安徽日报》）

“守护山林就是守护我的家”
——记岳西县古坊乡上坊村生态护林员汪咏生

本报讯 截至3月底，全市各级
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共检查用人单位
290户，涉及劳动者1.75万人，共协调
处理投诉54起，追回农民工工资等待
遇总金额达224.28万元，其中立案5
起，已全部结案，为133名农民工追发
工资等待遇87.63万元。

今年来，我市把加强劳动用工指
导、积极化解劳资纠纷、释放施工企
业活力，作为保障用工服务，助力企
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市劳动
保障监察支队发挥职能作用，采取

“靠前一步”工作法，走进企业和项目
工地，对开工复产企业遵守劳动保障
法律、法规情况开展检查指导，提高
用人单位知法懂法用法自觉意识，同
时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倡导劳动者通

过网络、微信公众号、电话反映劳动
保障权益诉求，推行“线上”加“线下”
双渠道维权服务，确保农民工投诉

“有门”、维权“有路”。
为进一步释放施工企业活力，降低

企业成本，减轻诚信企业负担，我市对
市本级政府类投资项目，严格落实建筑
工人实名制、工资专用账户管理规范并
在一定时期内未发生拖欠工资的企业
以及评为省级诚信企业、市级诚信A级
企业，推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差异化缴
存政策。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减免农民
工工资保证金7241.63万元，实行银行
保函替代现金形式缴纳农民工工资保
证金2.47亿元，实行业主担保方式免缴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2.11亿元。
（全媒体记者 徐侃 通讯员 杨科）

我市多渠道保障农民工权益
一季度追发工资等待遇224万元

本报讯 4 月 2 日上午，宿松县
破凉镇在祝家新屋革命旧址开展了

“听老党员讲红色故事”党史学习教
育活动。

“土地革命时期，祝家新屋孕育了
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著名的革命烈
士祝尔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
广西部队在祝家新屋北面鹞鹰坡阻击
西进日军，几乎全部壮烈牺牲……解
放战争时期，在樟树湾祝家新屋成立
了中共宿松县委、宿松县政府……”活

动现场，83岁高龄、62年党龄的老党
员祝银松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樟树湾
祝家新屋的革命故事。现场的党员认
真专注地聆听，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樟树湾祝家新屋革命旧址为安
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庆祝中国
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破凉镇通过举
办“老党员讲红色故事“活动，引导青
年党员学习先烈们的革命精神，进一
步激发他们的爱国爱党热情，传承红
色基因。（通讯员 齐长康 朱咸永）

破凉镇开展“听老党员讲红色故事”活动

本报讯 4 月 2 日下午，安庆市
民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张君毅出席并讲话。

会上，通报了2020年全市民生工
程实施情况、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安
排，审核了2020年度各地、各牵头部
门考核结果，审议2021年度民生工程
考核评价办法。

张君毅指出，全市上下始终把民
生工作作为头等大事，一大批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得以解决，城乡人居环
境得到较大改善，人民群众获得感
成色更足。他强调，今年是实施

“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要积极
主动对接了解新任务，把握新要
求，重点抓好工程类、培训类项目
的启动实施，统筹做好城乡居民基
本社保、基本医保、困难人员救助
帮扶等工作。要精准高效落实，发
扬好传统，补足新短板。要进一步
提高认识，各部门主要领导要亲自
抓，确保工作扎实有效开展。要加
强指导调度，有的放矢开展工作，要
加大民生工程宣传，让我市民生工程
深入人心、温暖民心。

（全媒体记者 刘惠子）

张君毅在市民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重点启动实施工程类培训类项目

““发现安庆发现安庆””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示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示

《加油干》（优秀奖） 方海鹰 摄

《韵味菱湖》（三等奖） 舒中胜 摄

《迎接》（优秀奖） 汪佳欣 摄 《复工“进行曲”》（优秀奖） 汪志国 摄

《转危为安》（三等奖） 陈嵩 摄

《大美逆行者》（优秀奖） 杨红 摄

《“老区”致富路》（优秀奖） 齐欣 摄

《珍珠黄杨》（优秀奖） 张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