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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去年8月，一段萨摩耶犬由
于奔跑而绊倒老人的视频冲上热
搜，一时间引发社会关注。近年
来，城市中养宠物的家庭越来越
多，因不文明养宠而造成的纠纷
也屡屡出现。记者从市公安局获
悉，目前我市城区内养犬数量约
5万只，每年收到养犬扰民、伤
害等投诉达1000余起。

为了规范养犬行为，保障公
民健康和人身安全，维护市容环
境卫生和社会公共秩序，我市养
犬管理条例即将出台。10 月 20
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安庆市养
犬管理条例》，待报请省人大常
委会批准后施行。

不文明遛狗现象仍
然存在

11月2日晚7时许，菱湖风景
区内有许多市民在散步，一些市
民在遛狗。记者发现，这些狗有
泰迪、京巴等小中型犬，也有哈
士奇、金毛等大型犬。

半个多小时里，记者共看
到有十二位市民在遛狗，其中四
人未使用牵引绳。这些没有牵引
绳的狗在公园内“自由”奔跑，
一会用鼻子嗅嗅，一会吠叫两
声……

在菱湖风景区一网球场附
近，三名遛狗的市民解开了狗的
牵引绳，任由宠物狗在草坪上嬉
戏玩耍。此时在当地，还有很多
蹒跚学步的孩子和行动缓慢的老
人，这些未系绳索的犬只不时从
他们身边飞奔而过。

“我家狗听话，不咬人。”
“ 我 家 的 是 小 狗 ， 没 关 系 的
嘛！”……面对记者询问为何不
用牵引绳，这些遛狗的市民都
这样说。

除了遛狗未系牵引绳外，狗
的主人未及时清除犬只粪便的现
象也同样存在。11 月 2 日上午，
记者在康熙河景观带看到，一对
年轻男女在河边散步，他们携带

的一只小型宠物犬则跟随在后面
东闻闻，西嗅嗅。在一棵樟树
旁 ， 宠 物 犬 开 始 当 街 “ 上 厕
所”。年轻男女见状，仅仅是停
下脚步待狗狗方便完，而留下的
粪便却未清除。

采访中，记者看到只有少数
市民会使用卫生纸、塑料袋、拾
粪夹等工具，及时清理宠物狗粪
便。环卫工人杨外明说，他每天
上街清扫时，都会看到狗的粪
便，这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一定负
担。“这些粪便有时很难清理，
需要不断用水冲刷，才能彻底将
地面清洗干净。”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犬吠
扰民也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
家住迎江区东苑小区的居民唐梅
反映，他们家楼下住户养的宠物
犬经常夜间无故狂吠，严重影响
周边住户休息；居住在永胜新村
小区的李旭峰也反映，小区一住
户在自家的院子内养了一条狼
狗，常常突然狂吠，不少行人受
到惊吓。

如何规范养犬 市民
这么说

针对不文明养犬行为，去年
8月10日，《安庆市人民政府关于
加强城区文明养犬管理的通告》
出台。通告明确规定：本市城区
养犬人饲养犬只一律实行圈养、
拴养，不得放养、散养，不得因
养犬干扰他人正常生产生活，不
得放任、驱使犬只恐吓、伤害他
人 。 携 犬 外 出 必 须 系 犬 绳
（链）、及时清除犬只粪便、有效
制止犬只追咬、持续吠叫等攻击
他人的行为；在楼道、电梯及其
他人员密集场所，应当采取怀抱
犬只或者收紧犬绳、贴身携带犬
只、为犬只佩戴嘴套等预防犬只
吠叫、伤人的措施等。

菱湖风景区一名工作人员介
绍，文明养犬的通告发出之后，
使用牵引绳遛狗的市民相比之前
多了不少。“一旦园区执勤人员

发现不文明遛狗行为时，会上前
制止，对此，多数市民都会表示
理解和配合。”

菱湖南路一家商业综合体企
划部经理张荣兵介绍，商场各个
入口都张贴了禁止宠物入内的标
志，若有顾客非要带狗，工作人
员会进行劝阻。“另外，商场正
考虑设置宠物存放处，以解决顾
客带狗的问题。”

《通告》 出台后，市公安、
城管、街道等多家部门共同参与

“城区养犬专项整治”行动，安
排人员、车辆在路面巡查，以规
范养犬人不文明养犬行为。在后
续工作中，由于没有法律支撑，
没办法处罚，只能以说服教育为
主，整治效果有限。

对于 《安庆市养犬管理条
例》 即将出台，不少市民表示
关注。

东方天韵小区居民方田说，
很期待《安庆市养犬管理条例》
尽早出台。“条例最好能具体、
管用一点，比如，把养犬者遛狗
时一定要给狗拴绳、戴嘴套、狗
绳不能太长、路遇行人牵狗主动
避让，这些条款都写进去。”

家住新河社区的丁宪华表
示，她自己养了一条小型犬，
每次出门遛狗都会给狗拴绳，也
会随身携带纸巾清理狗粪。“我
认为立法很有必要。我邻居养了
只‘身材高大’的金毛犬，一
见我就扑上来，说实话我也挺
害怕。立了法，对不文明养狗
就有了硬约束。”

依法管理 规范养
犬行为

11 月 2 日，记者从市司法局
了解到，在制定 《安庆市养犬
管理条例》 时，我市相关单位
工作人员组成调研组，深入南
京、苏州、马鞍山、黄山等已
有养犬立法经验的城市，学习
其管理模式，了解相关制度建
设、所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

题及改进方向。
市司法局立法科科长吴群介

绍，如在犬只登记管理方面，南
京市推出微信在线办理养犬登记
申请功能、苏州市开通了网上办
证系统、马鞍山市建立了城市犬
只综合治理云平台，打通养犬管
理执法的“最后一公里”。

吴群说，在文明养犬宣传方
面，南京市大力开展公益动画短
片宣传，依托电台、电视台、网
站、微信、微博等传播媒介，利
用公交、地铁及车载广告大角
度、多层面地宣传文明养犬基本
要求；苏州市注重开展网上问卷
调查和大型听证调研，群众参与
度和社会关注度是苏州市历年立
法过程中最高的，共有3万多人
参加听证，并提出6000多条意见
建议；马鞍山、黄山市均开展了
几十次专题座谈会。“根据四个
地市文明养犬宣传效果来看，宣
传越透彻，群众越接受，执法便
能得到很好地理解。”

对于即将出台的《安庆市养
犬管理条例》，吴群表示，《条
例》针对百姓关切，找准痛点，
着重从养犬管理体制、养犬管理
制度、养犬行为规范、法律责任

等方面做了规定。其中养犬管理
体制部分明确政府及部门职责，
构建“严格管理、禁限结合、养
犬人自律、基层自治、公众监
督”的养犬管理工作格局；养犬
管理制度部分确立养犬免疫、登
记、禁养烈性犬、分区域管理等
基本管理制度；养犬行为规范部
分规定养犬人主体责任、养犬基
本要求、携犬外出规定、犬只的
经营和收容等内容；法律责任部
分罚则设置科学合理，体现教育
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吴群表示，《条例》 出台
后，我市养犬人的行为将得到
约束和管理，相关部门也将有
法可依，“而《条例》在规范养
犬 行 为 时 ， 既 有 约 束 又 有 引
导，既有教育又有自律，有助
于提升市民的文明素质和城市
的文明程度。”

市人大法工委主任徐炳方
表示，《条例》的出台有助于我
市养犬管理步入规范化、法制
化、常态化管理轨道，这将对提
升市民文明养犬意识，保障公民
人身安全和健康，维护社会公
共秩序和市容环境卫生等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

依法文明养犬 共享城市文明

制定管理条例 规范养犬行为
全媒体记者 唐飞

本报讯 我市用好支小再贷款为中小微
企业纾困解难。截至目前，全市新增支小
再贷款限额6.5亿元，累计发放4.2亿元。摸
清企业需求。迅速组织辖内法人机构摸排
支小再贷款到期情况与新增需求，第一时
间向上级行申请 3000 亿支小再贷款新增额
度，争取金融资源倾斜。创新运用场景。
开展普惠小微企业“暖惠”专项行动，配
套各类线上金融产品，将传统货币政策工
具与线上创新金融产品相结合，增强政策
普惠度与便捷性。创新推出“金农—商 E
贷”“金农—企 E 贷”等线上产品，贷款利
率保持在 5%—5.8%区间，申请者可在手机
端完成申贷、放贷操作。突出增量降本。
依托“金融暖企”银企走访对接专项行
动、“贷动小生意、服务大民生”金融支持
个体工商户发展专项活动，引导金融机构
扩大对小微企业金融资源投入，引导小微
企业融资成本下行；加大对个体工商户等
群体的支持力度，提升政策惠及面。前三
季度，全市普惠小微企业贷款新增 50.44 亿
元，同比多增10.1亿元。 （人行）

我市用好支小再贷款
为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

本报讯 潜山市着力发展壮大旅游业助
力群众稳定增收。该地旅游从业人员超7万
人，上半年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46 亿元、同
比增长55.1%。立足“好山水”。将生态山水
和森林康养有机结合，发展森林观光、水
上游乐等项目。天柱山镇茶庄村70%以上农
民依托天柱山景区从事旅游业，水吼镇马
潭村大力发展竹筏漂流等项目。壮大“民
宿群”。创新“公司+农户”旅游发展模
式，引导村民以土地、房屋入股，发展农
家乐 （民宿） 300余家，形成环天柱山民宿
产业集群，村民分红最高达 2 万元。活用

“古文化”。聚焦古皖历史文化资源，带动
劳动力参与陶器等产业和黄梅戏等展演，
带动 8000 人增收。发展“乡村游”。秉承

“全市大景区、全域大旅游”发展思路，建
设美丽乡村示范点261个，推出美丽乡村游
精品线路4条，带动沿线1.6万名群众参与发
展，人均年增收超3000元。 （潜山）

潜山着力发展壮大旅游业
助力群众稳定增收

本报讯 市高新区加强压力管道监管坚
守安全生产红线。压实主体责任。印发《压
力管道安全生产告知书》，督促41家压力管道
使用单位建立日常巡检制度，围绕安全生产
制度建设、隐患排查、风险防控等环节，深
化全方位、全过程自查自纠。举办压力管道
安全管理专题培训，邀请专家进厂现场教
学，督促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全程专业
指导。点对点指导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运用服
务平台，实现特种设备告知、申请、注销、
停用全程网办；主动提醒特设施工单位网上
办理、施工告知、申请监督检验；加强各行
业主管部门的协同配合，完善公用管道检验
信息互通。加大隐患整治。采取分级分类、
专业支撑、快速整改、闭环销号等方式，监
督检查压力管道350千米，发现问题隐患91
条，下达安全监察指令书75份。 （高新）

市高新区加强压力管道监管
坚守安全生产红线

本报讯 太湖县深耕功能膜新材料产
业，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一是聚焦延
链补链，打造全产业链集群。采取PPP模式
投资超过 20 亿元建设功能膜新材料产业
园，建设标准化厂房近 30 万平方米，实现
优质项目快速落地、快速建设、快速投产达
效。二是聚焦创新驱动，提升企业核心价
值。积极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着力
构建集研发、孵化、生产的功能膜新材料产
业创业创新生态体系。目前已建成光学功能
膜新材料工程研究院、高分子技术研发研究
院等创新平台 31 个、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
心 9 家、省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1 家，集群
企业专利申请量 324 件、授权 198 件。三是
聚焦开放合作，扩大膜品牌影响力。坚持

“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全力打造
膜文化新名片，积极帮助企业拓宽业务渠
道，鼓励参加各种展会，把研发能力强、
产品质量优、市场前景好的“冠军企业”
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太湖）

太湖深耕功能膜新材料产业
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

本报讯 金秋时节，走进宿松
县洲头乡金坝村，放眼望去，道
路两边干净整洁，房前屋后绿树
成荫。只要天气好，每到傍晚，
村里的文化休闲广场就热闹起
来，妇女们跳起动感的广场舞，
小孩子追逐嬉闹，老人们围坐在
一起拉家常……

金坝村“美”的变化，是洲头
乡整治人居环境成果的一个缩影。
近几个月来，洲头乡坚持实行人居
环境整治责任制，乡党委书记包抓
全乡整治工作，联系各村的乡干
部、村党支部书记包抓村，村网格
员包抓网格责任区，倒逼责任落

实。充分发挥村党支部、党小组、
党员志愿先锋队、党员志愿突击队
的战斗堡垒作用，全面推进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同时，组织全乡各党
组织召开党员大会，号召党员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发放倡议书、
开展政策宣传、环境整治等工作。

坝头村74岁老党员余天宝就是
这支党员宣传队伍中的一员。在坝
头村党总支的号召下，余天宝第一
时间向周边住户开展动员宣传，引
导农户自觉做好门前“三包”。他
不仅“动口”，还不忘“动手”，主
动加入党员志愿突击队，带领当地
村民自觉做好门前屋后卫生整治和

美丽庭院建设。
每到夏季，下夹村郭灯组的末

级排水沟便长满杂草，不仅影响农
村环境美观，还严重阻碍了雨水的
排泄。农村人居环境“六乱”整
治专项行动在下夹村打响后，该
村老党员郭晓东主动请缨，积极
参加对该排水沟杂草的清除工
作。在他的带动下，郭灯组共有
28名村民主动加入到人居环境整治
队伍中来，将排水沟杂草清除干
净，让水流畅通。

徐金龙是罗渡村脱贫户，在得
知全乡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六
乱”整治专项行动后，他不仅自

觉搞好自家门前屋后的环境卫
生，还主动向罗渡村两委申请加
入罗渡村人居环境“六乱”整治
专项行动志愿服务队。他说：“现
在生活越来越好。以前都是别人
帮我，现在我也要积极参加公益
活动，回报社会。”

洲头乡在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六乱”整治工作中，还积极组织
乡团委、妇联、河长制办公室、林
长制办公室、路长制办公室开展部
门联动，广泛组织青年志愿者、巾
帼志愿者开展河湖“五清四乱”整
治专项行动，充分发挥各级河湖
长、路长、林长的职能作用，安排

护林员、乡村道专管员积极开展林
区杂树清理、绿化带管护养护和乡
村道路路面保洁、边沟清淤疏通等
工作，并做好网格化管理工作和职
责区域管护工作。

截至10月底，洲头乡累计清运
垃圾3600余吨，清理杂物7500余
立方米，拆除危旧房 （含残垣断
壁）超21000平方米，改造农村旱
厕1290座，创建并验收授牌美丽庭
院168户。通过持续开展专项整治
行动，一幅环境美、田园美、村庄
美、庭院美的美丽画卷，在洲头乡
各乡村徐徐展开。

（通讯员 孙春旺 胡锦文）

环境美、田园美、村庄美、庭院美

整治人居环境 扮靓乡村“颜值”

本报讯 今年8月，怀宁县江
镇镇政府来了一位 24 岁的小伙
子。他叫陈安扬，作为今年就业见
习的大学生，他被安排在镇乡村振
兴办见习。

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陈安扬
错过了最好的择业时期，今年6月
刚大学毕业的他面临着就业问
题。后来，他从同学那里了解到
政府为稳就业、保就业，为大学
毕业生提供见习岗位，他开始关
注家乡的相关信息。根据 《怀宁
县就业见习工作实施办法》，他提
交了申请和简历，并顺利通过，

进入就业见习阶段。
陈安扬的家在邻镇，每天骑车

一刻钟就能到镇政府，日常参与
走访脱贫户、疫情防控、志愿者
行动等事务，并发挥自己的专业
特长，撰写一些文字材料，拍摄
一些照片。

陈安扬说：“就业见习 3 个月
了，在一天天的工作与学习中，我
深切感受到基层工作不容易。从旁
观者到参与者，我觉得我的工作能
力有了提升。”

就业创业促进是怀宁县 2021
年实施的 31 项民生工程之一，其

中就包括就业见习。按照就业见
习办法，该县组织离校2年内未就
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参加 3-12
个月的就业见习，并按规定落实
相关补贴政策。

见习期间，见习单位按照每人
每月不低于 2000元的标准给予见
习人员基本生活补助，同时按照
不低于每人100元的标准为见习人
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政府
按照每人每月 1400 元的标准给予
见习单位补助，并给予见习单位
一次性保险费、指导费补助。

除就业见习外，就业创业促进

民生工程还包括公益性岗位安置。
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开发公益
性岗位，强化就业服务对接，为各
类就业困难人员提供就业托底，并
按规定落实相关补贴政策，按每人
每月400元的标准给予就业困难人
员个人补贴，按每人每月300元标
准给予用人单位岗位补贴。

今年 33 岁的张小云是怀宁县
公岭镇蒋楼村村民，2008年张小云
在其老家河北沧州打工时与丈夫相
识，婚后生有一子。婚后，家庭连
续遭遇变故，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
蓄，经济十分困难。今年10月，张

小云获得公益性岗位安置，在公岭
镇区一家药房找到了工作。

截至10月底，今年怀宁县共开
发公益性岗位 300 个，目前在岗
148人，开发高质量就业见习岗位
542 个，落实就业见习人员 258
人。为提高劳动者职业素养和技能
水平，怀宁县还积极开展职业技能
提升行动，今年累计开办企业新录
用人员岗前技能培训班30期，培
训各类技能人才1927人，有效促进
了劳动力稳定就业。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
员 潘春明）

稳就业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

文明养犬已成为越来越多养犬人士的共识。图为一位市民在市民
广场遛狗。 全媒体记者 唐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