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2月22日 星期三
民 生

责任编辑：徐勇进 电话:5325903 E-mail：dbrx5325915@163.com

新闻传真新闻传真

如今，文明已成为“文都”桐城
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习惯，深
深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创建惠民 筑牢文明之基

桐城市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作为
改善民生、提升城市品位、促进经济
发展的重要抓手。党政“一把手”抓
创建，制定创建方案，出台常态化实
施意见，推动创建标准化、制度化、
常态化。成立 22 个片区，市领导分
片包干，全市 22 个牵头单位、65 个
责任单位、342 个基层网络共同推
进。全市上下“一盘棋”，建立为群
众办实事问题清单，挂图作战、攻坚
克难，以小见大切入解决创建难题，
把创建延伸到每一个角落。创城办工
作人员用脚步“丈量”城市每一寸土
地，不漏掉每一条背街小巷，不放过
每一个短板问题。针对基础设施提
升、文明出行治理、空中缆线整治等
任务和问题，“点对点”下发交办单
200 份，一件一件抓落实，跟踪管
理，协同各地各部门推动创建工作常
态长效开展。

该市从细节入手，疏堵结合，变
荒为绿，改闲为用，对存在多年的12
个闲置“顽地”进行综合整治，建立
小口袋式公园、利民停车场、绿植平
地；对36个老旧小区和3万平方米背
街小巷进行了改造；升级改造农贸市
场，修建了5个停车场、4个城市公
厕，修建了14条主次干道缘石坡，新
增无障碍设施200余处。同时，把创
建延伸到乡村，对农村人居环境进行
专项整治，桐城市黄甲镇水岭村沿桐
舒公路建设桃花观赏带，各地对路边
标识线、破损路面、无障碍卫生间进
行修复或新建，解决多年未解决的创
建短板，让村民真正尝到了创建带来
的实惠。

创建育民 激发文明之源

桐城市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文都讲堂等作用，结合重要节
庆日制定全年活动计划，开展创建进
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等55
场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涵育文明新
风、文明习惯，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该市聚焦群众的“急

难愁盼”，通过部门制单、群众点单，
在文明创建、疫情防控、党史学习教
育、乡村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
工作推进中，充分发挥志愿服务作
用，开展志愿活动3200余次，累计参
加7万余人次。培训400余名群众文明
劝导员参与交通劝导，既提高了群众
参与度，又提升了文明交通水平。

今年以来，桐城市共选育安庆市
级以上好人 33 人，梁轶飞获评中国
好人，徐涛获评安徽好人；余国云
获评安徽省道德模范。桐城市公交
站台设置“身边好人榜”,广泛宣传
身边好人，引导市民崇德向善，争当
时代先锋。

为提高居民小区文明指数，桐城
市打造首批 76 个“文明示范小区”，
以点带面，进一步规范小区公共晾
晒、电动车充电桩、公益广告宣传、
空中缆线等设置，提升小区干净、舒
适、宜居程度。除新建公共停车场
外，沿街便道应划尽划免费共享停车
位，解决“停车难”问题；为解决如
厕难，对城区主次干道公厕进行改造
提升，加设空调、绿植，让人感到非
常方便舒适；配置小区体育健身器

材，建设公共足球场、篮球场，增加
市民休闲场所和活动内容。

该市对全市生活小区、背街小
巷、集贸市场、主次干道沿线的空中
缆线进行全面整治，彻底清理“蜘蛛
网”，还城市“天空蓝”；集中摸排
小区路面、建筑物、主次干道绿植
破损，进行修复，还路于民、还绿
于民、还净于民，营造入眼皆如
画、人在画中游的清、亲氛围，城
市颜值大提升，市民的家园感满
满。为强力整治电动车交通乱象这
一顽瘴痼疾问题，保障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提升文明交通水平，桐城
市在全省率先启动电动车上牌工作，
近20万辆电动车完成上牌，市民主动
投保金额近700万元，电动车驾驶员
头盔佩戴率在90%以上。

视线中“飞檐走壁”的电线不见
了，斑驳的墙面换上了“新衣裳”，路
面有了无障碍坡道，电动车也有了

“身份证”……日新月异的变化装
点着人们幸福生活。一个个细微之
处的变化，源于扎实的创建作风，
更彰显了城市创建为民、利民、惠民
初心。 通讯员 潘月琴 黄银凤

“以民为本”绘就文明底色

本报讯 桐城市双港镇福华村
有田地3000亩，由于村内小型企业
较多，且村民大都自家办厂或在小
型企业上班，加之部分年轻村民外
出打工或迁出，造成400亩田地处
于抛荒状态。

12 月 8 日福华村完成村“两
委”换届。新一届村两委班子“上
马即奔跑、上任就实干”，聚焦发
展要事，挨家挨户上门听取意见与
建议，把群众反映最集中的土地抛
荒问题作为“开门一件事”，全力
推进抛荒土地复耕，助力群众增加
收入。

邻村种植大户胡孝潮在福华村

租赁了200亩田地，村党总支书记
张连奇拜访胡孝潮，动员其将耕作
田地周边抛荒田地复垦，连片耕
作，种植小麦。考虑到抛荒田地耕
作成本较高情况，村里采取第一年
免租金，以后逐年增加租金的灵活
方式将塘元组35亩荒地租赁给胡孝
潮开荒，目前这 35 亩田地已经复
垦，即将种上小麦。

张连奇介绍，流转35亩田地，塘
元组村民每年每户大约能增加240
元收入。张连奇表示，接下来将加大
与大户沟通的力度，争取2022年将
所有抛荒田地都种上粮食作物。

（通讯员 华宣）

桐城：

开发荒地变耕地

12月20日，宿松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组织民辅警进行手势指挥、严重交通违
法行为查缉、交通事故处理实战学习观
摩，进一步提升民辅警冬季交通安全管
理实战能力。

通讯员 李政平 摄

冬季练兵保安全

本报讯 望江县华阳镇以“四个
强化”切实抓好村级换届的后续工
作，帮助村“两委”干部尽快上马适应
岗位，尽快上手进入角色，尽快打开
工作局面，做到“扶上马送一程”。

强化班子平稳交接，传好“第一
棒”。华阳镇党政领导集中利用两周
时间，实行“村村到”，与新一届村
（社区）干部全面开展谈心谈话，并
引导离任同志继续发挥余热、新同
志主动担当作为，凝聚合力、共谋发
展；确保老班子走的放心、新班子接
的安心，新老班子工作不断层，实现
有序交接。

强化岗前教育培训，上好“第一
课”。该镇先后召开廉政教育警示大
会和新一届村（社区）“两委”班子培
训大会，，给新一届村党组织书记上
好履职“首堂课”，切实帮助村（社区）

“两委”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

意识、迅速转变角色，提高解决实际
问题能力和增强改革创新本领。

强化班子分工包片，迈好“第一
步”。新班子结合实施“十四五”规划
和村（社区）实际，充分考虑每位“两
委”干部的工作经验、岗位匹配、能
力特长、性格特点，调整了“两委”班
子成员分工，为新一届班子有序运
转、奋发作为打下坚实基础。

强化配套组织建设，筑好“第一
站”。在完成全镇村（社区）“两委”换
届工作后，立即推进村级配套组织换
届选举工作，对党总支所辖党支部、
村（居）民小组长、村（居）务监督委员
会、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工会委员会、
民兵组织等12个村级配套组织建立
日跟进、周汇总工作制度，同步做好
村级配套组织换届选举工作。

（全 媒 体 记 者 付 玉 通 讯
员 彭旭春）

望江：

做好村级换届“后半篇文章”

本报讯“自从装上了这不锈钢
护栏，出门再也不怕摔倒了，感谢
党的好政策。”近日，怀宁县残联
工作组对公岭镇无障碍改造项目验
收时，该镇联合村视力重残老人王
金爱摸着门前坡道上新安装的不锈
钢护栏满脸激动地说。

无障碍环境是残疾人、老年
人等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社会
生活和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

基础，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
标志。公岭镇残联办积极争取项
目资金为 11 户困难重残家庭实施
个性化无障碍改造，为重残人员
不仅建造轮椅坡道、过道扶手等
常规项目，还为肢体残疾人家庭
安装沐浴椅、坐便器，视力残疾
人配备收音机，精神残疾人配备
定位器等贴心项目。

（通讯员 檀志扬 孙实芳）

怀宁:

“有爱无碍”精准助残

桐城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让城市更美好，让群众得实惠”为宗旨，坚

持“创建为民，创建靠民，创建惠民”理念贯穿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方方面面，从细微处着眼，以

“绣花”功夫谋篇布局，切实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忧心事。一系列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百花齐放、百舸争流。

“组织”发力
构建坚强堡垒

安医大附属安庆第一人民医院党

委推行“党建+帮扶”，以夯实基本队伍

建设、基本阵地建设、基本制度建设、

基本保障建设为基础，以党员率先垂

范、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切入点，以志

愿服务、领办实事、亮明身份、作出承

诺等系列先锋行动为引领，按照医院

全面推进吴俊村乡村振兴工作实施方

案，在乡村振兴中不断铸牢“主心骨”，

当好“战斗员”。通过开展党史教育、

主题宣讲及主题党日等活动，把党员

组织起来，把群众凝聚起来。以结对

帮扶为纽带，安排医院党员干部对接

帮扶53户脱贫户，根据对接户实际，

53 名帮扶责任人因户制宜、因人施

策，一户一个帮扶计划，一户一套帮扶

办法。以村党组织换届选举为契机，

医院驻村工作队早摸底、早介入、早行

动，充分发挥教育引导、沟通协调、参

谋助手作用，选出好班子、换出好风

气，优化好结构，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

坚强组织保障。

“项目”发力
推动产业升级

吴俊村位于太湖县北中镇西南边

陲，长期以来主要以种植水稻、小麦、

红薯等传统作物为主，种植单一、产量

偏低，加之“粗放式”生产方式，农业经

济难以承担起群众增收致富的重任。

院党委指导驻村工作队立足村情实

际，积极探索“党支部+基地+农户”“党

支部+合作社+村级集体经济+农户”产

业发展模式，把合作社中的致富带头

人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合作社

成员，把农户吸纳进合作社，培养成技

术能手、致富带头人；把脑子活、信息

灵的外出务工农民培养成劳务输出领

头人，造就一批留得住、用得上的农村

实用人才，培养一批示范带动农民致

富的先进典型，通过“带着村民干、干

给村民看”，带动全村发展。医院驻村

工作队通过走访调研，综合考虑村里

自然资源、经济基础、市场需求等因

素，大力发展光伏发电、兰花培育、油

茶种植、乡村旅游四大支柱产业。目

前，全村已形成村级产业、村民农副业、

乡村观光旅游业互为依托、集群发展

的产业模式，成为了带动吴俊村域经

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今年11月，市一院

再次支持该村帮扶发展资金8万元。

“销售”发力
促进增收致富

医院党委始终把销售帮扶作为

定点帮扶的重要内容，引导村民开展

家庭特色种植养殖，并持续进行“定向

采购”，推动产销对接，拓展销售渠道，

实现消费助农兴农。该院在龙山院

区、孝肃路院区和华中路院区门诊大

厅、就医候诊区、康复休养区等人流量

大的显要位置分别投放销售扶贫专

柜，把村民特色农产品搬进医院，帮助

脱贫户打开销路、增加销量。院工会

积极采购村民农副产品及手工艺品，

作为医院职工福利和慰问品，引导医

院食堂直销村民禽蛋菜、猪牛肉等农

产品，并订立长期合同。同时，该院积

极推进销售网络建设，开展“互联网＋

销售”，依托电商平台推动重点农产品

上线，多渠道解决村民山药材、土特产

销售问题。11月份生姜上市，驻村工

作队通过微信群，联系医院职工销售

村民生姜3000余斤。今年来，通过帮

扶销售茶叶、大米、生姜、豆粑、土鸡

蛋、葛根粉、瓜蒌子、黑猪肉、黄牛肉等

农产品，全村脱贫户新增收入5万余

元，有力巩固了脱贫成果，拓宽了村民

增收渠道。

“文化”发力
提升人居环境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

魂”。为着力改善群众居住条件，摒弃

生活陋习，传承发展乡村优秀传统文

化，市一院党委指导帮扶村常态化开

展“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创建活动，以

文化振兴助推乡村振兴，不断完善村

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新建文化广场

200余平方米，持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通过“送书下乡”、“送戏下

乡”、“送电影下乡”，组织开展“听党话、

感党恩、跟党走”主题宣讲、“广场舞大

赛”、“乡村大舞台”等丰富多彩的文体

活动，为村民提供精神激励和道德滋

养，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为推

动建设美好乡村，驻村工作队通过“亮

身份、树形象”，以民风建设和人居环境

整治为重点，广泛动员党员群众积极

投入到美丽乡村的建设热潮中。

“医疗”发力
护航健康生活

针对村里“小病看不到、大病看不

了”的状况，市一院充分发挥资源优

势，持续开展“送医上门”服务，不断推

进医疗资源下沉和共享。院党委多次

组织安排医护专家进村入户，开展义

诊巡诊、送医送药、疾病筛查、健康宣

教、发放免费就诊卡等活动，累计义诊

600余人次，为村民送去免费药品价

值五千余元。该院以村卫生室为支撑

开展线上健康咨询、随时联系义诊等

服务，帮扶村卫生室配备常规诊疗设

备，为乡村医生捐赠医学书籍并进行

免费培训，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优质的医疗服务。对来院就诊的村

民，该院帮扶责任人全程陪同，开通绿

色通道，减免挂号费、检查费等相关费

用；对因病住院的村民，个人支付金额

累计不超过1000元，其余费用由医院

全部承担，至今已减免金额 2 万余

元。同时，市一院与村卫生室建立联

动机制，对患病脱贫户的健康状况、医

疗救治、自付费用等情况建立“健康档

案”，进行动态监测，预警因病返贫风

险；对患大病重病的脱贫户，制定“个性

化”治疗方案，畅通“绿色通道”，宣传医

疗政策，开展健康教育，跟踪治疗效果，

并发动各党支部和广大员工积极捐款

实施医疗救助，坚决遏制因病返贫。

党建引领风帆劲，乡村振兴谱新

篇。现在的吴俊村处处散发着勃勃生

机，处处展示着新时代、新农村的活

力，处处能看见村民脸上洋溢着的幸

福笑容。 （武承志）

党建引领风帆劲 乡村振兴谱新篇
太湖县北中镇吴俊村是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安庆第一人民医院定点帮扶村。自2016年开始帮扶该村

后，医院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先后投入60余万元，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不断强化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党员建设，在完成脱贫攻坚的华丽蜕变后，继续发动红色引擎，带领村
民踏上乡村振兴康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