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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本报讯 岳西县着力减轻群众就医负
担。服务下沉“便民化”。整合参保缴费、医
疗救助、慢性病申请报销等事项，建立县乡
村三级联动医保服务体系，实现医保公共服
务向基层延伸。截至目前，医保业务基层办
件量5600余件、医保政策咨询6200余人次。

服务规范“标准化”。推进“一站服务、
一窗受理、一单结算”综合柜员制，规范服
务窗口，简化服务流程，推动跨部门联办，
集成联办业务2600余件，实现申报材料压缩
20%，办理时限和办理流程压缩50%。

服务联动“智慧化”。积极探索“互联网+医
保服务”，全面推广电子医保凭证，开通微信公
众号网上服务通道，实现足不出户办理慢性病
申请、参保缴费、异地就医备案、医保目录和医
保政策查询等业务。 （岳西）

岳西：

着力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北中镇地处皖鄂边界大别山
深处，是太湖县最偏远的山区乡
镇。从空中俯瞰北中大地，郁郁葱
葱的林木漫山遍野，犹如绿色的
海洋。近年来，北中镇以林长制工
作为抓手，坚持护绿、增绿、管绿、
用绿、活绿“五绿并进”，目前全镇
林地面积达20万亩，森林覆盖率
达65.5%以上。

植树造林
发展绿色经济

2009年，打工回到家乡的北
中镇浮坵村村民姚万华决定植树
造林，向山场进军，将荒山变成

“绿水青山”。
姚万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

师。他背着半袋沙土，找到县林业、
苗圃等单位负责人和工程师，请他
们帮助分析如何提高育苗成活率，
一聊就是大半天。

起初，姚万华从农户手里流
转荒山580亩，种植油茶苗。他吃
住在山上工棚里，利用3个月的时
间，将山场全部栽上了油茶苗，油
茶苗成活率达95%以上。

后来，姚万华成立太湖县深
山油茶农民专业合作社，从栽苗
到育苗，从油茶到茶叶、中药
材，社员从开始的 23 户发展到
现在的 160户，油茶种植面积也
扩展到 4500 亩。姚万华充分发
挥合作社职能作用，为社员提供
产前、产中、产后系列服务，并
以此为示范点，向周边村和乡镇
进行辐射，促进了农业特色产业
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浮坵村也
由昔日的“荒山浊水”变成了“绿
水青山”。

在北中镇，像姚万华这样的
植树造林大户有许多，全镇以种
植及培育油茶、枫香、杉木等为
主的苗木公司有17家，合作社有
13家。全镇18个行政村分别成立
了股份制经济合作社，通过“三
变”改革，以林长制工作为抓
手，大力发展现代林业，突出抓
好造林绿化，进一步壮大了村级
集体经济。

近年来，通过招商引资，一大
批项目落户北中。北中镇通过开
展消灭芭茅山三年行动，完成植
树造林32871亩、森林抚育55410
亩、退化林修复7200亩、封山育林
14900 亩，同时大力发展林下经
济。如今，全镇油茶造林的经济效
益达 1000多万元，公益林年收益
达120多万元，解决了当地一批村
民就业问题。

健全机制
守护绿色家园

加强森林防火工作，是发展
现代林业、维护生态安全、建设生
态文明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北中
镇十分重视森林防火工作，树立

“预防第一”的观念，采取硬措施，
确保森林防火工作取得实效。

北中镇建立起了“三级林长+
护林员”的网格化管理体系，持续
健全森林资源管理、森林防火、森
林病虫害防治网络。村级林长积
极协助责任区内林业经营主体做

好林地流转等工作，协调处理生
产经营中的矛盾纠纷，统筹负责
解决本村责任区内零星芭茅山的
消除工作。

目前，全镇成立了半专业森
林防火工作队3支30余人，选聘
生态护林员278名，做到全面禁止
火源火种进入山林，确保“封住
山、看住人、管住火”。北中镇每年
投入森林防火经费和发放生态护
林员工资共计240多万元。

按照“预防为主、标本兼治、
打防并举、健全机制”的原则，北
中镇制定了《严厉打击非法占用
林地等涉林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方
案》，强化森林资源管理，做好森
林病虫害防治和古树名木保护工
作。近三年，北中镇配合县森林公
安和林业执法中队办理森林案件
35 起，森林病虫害防治两处 500
亩，持续开展挂灯诱捕、松毛成虫
收集掩埋等工作。全镇一级古树3
株、二级7株、三级88株，现已全
面完成数据采集定点定位，古树
维护及挂牌安排专人管护。

加强宣传
厚植生态理念

“靠一个人种树，改变不了什么
环境，也打不赢荒山治理这场硬仗，
让更多的乡亲参与，才能打赢持久

战。”北中镇林业站站长蔡正江说。
近年来，北中镇林业站持续致

力于把树种满山场，让绿色发展理
念深入人心。林业站加大宣传力
度，通过书写森林防火标语、村村
响广播、电视、短信、出动防火
宣传车巡回宣传及发放宣传资料
等形式，积极营造氛围。同时，
各村生态护林员在防火期间全员
上岗，设哨卡值守，到路面巡
查，加强对重点区域监控。

生态建设的宣传员、绿化荒
山的战斗员、森林树木的保护员
——这是北中镇半专业森林防火
队队长赵夕满对自己的“三员”定
位，他把“宣传员”放在第一位。

近三年，赵夕满为中小学、行
政村、企业经营主体做报告100多
场次。如今，他还有了年幼的“粉
丝”。今年春季，北中中心小学组织
学生开展课外义务植树时，一名学
生在作文里这样写道：“我要以林
业工作者为榜样，好好学习，天天
向上，长大后为家乡种更多的树。”

安徽省“生态乡镇”“森林城
镇”……近年来北中镇先后获得
的这些殊荣，是该镇坚持绿色发
展理念，以林长制工作为抓手，保
护好绿水青山，坚持“五绿并进”
发展成效的具体体现。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吴承钺

坚持“五绿并进”建设美丽乡镇

生态绿色在这里扎了根

本报讯 望江县推动纺织服装业发展驶
入“快车道”。聚焦平台建设。切实强化纺织
服装平台建设，望江童装城现有注册公司482
家，带动就业约5000人；建筑面积25万平方
米集设计研发、品牌策划、检验检测、原辅
材料销售等功能于一体的望江示范创业园即
将投入运营。

打造产业集群。强化产业招商，承接纺织
产业转移，打造新型产业联合体。全县现有纺
织服装类企业460家，其中规上企业42家，行
业熟练工2.1万人，全行业产值达150亿元。

培养专业人才。与安庆师范大学共建纺
织服装产业学院（研究院），为纺织服装产业
提质增效提供人才、智力和技术支撑。出台
人才引进奖励办法，助力企业开设技术中心
引进高端人才，申洲公司现有博士、外聘专
家、高级技术人员25名。

优化配套服务。建成纺织品检验检测公
共服务中心，为纺织服装企业提供产品质量
检测公共技术服务。引进多家服务中介机构
入驻望江新经济产业园，为企业在建设和发
展过程中提供立项备案、环评安评、创牌申
证、项目申报等一条龙服务。 （望江）

望江：推动纺织服装业
发展驶入“快车道”

本报讯 今年以来，迎江区滨江街道西
湖社区始终把便民利民作为为民服务的出发
点，持续完善为民服务中心大厅“硬件”和

“软件”设施建设，打造暖心服务窗口。
优化办公环境。社区对服务大厅办公设备

和辅助设施进行了升级，如电脑、打印机等，同
时在办公区增加了绿植，设立了咨询台，并摆
放了各类便民物品。细化服务内容。大厅设置
了“民政”“社保”“城建”等服务窗口，同时设立

“一站式”综合类事项服务窗口，力争程序从
简、时限从短、服务从优。坚持微笑服务。社区
安排工作能力强、业务素质高的人员从事窗口
服务工作，并定期开展专项业务培训，切实提
高业务人员的服务水平。工作人员坚持微笑服
务，回答有耐心，遇事不烦心，做到受理资料

“一手清”，回答问题“一口清”。
（通讯员 章玉萍）

西湖社区：
打造暖心服务窗口

本报讯 12月24日，宜秀区杨
桥镇螺山村无花果种植基地，一排
排无花果树随风轻轻摇曳，十余名
村民忙着给果树施肥、浇水，进行
冬季管护。

基地负责人张东兵是螺山村
人，谈起为何选择种植无花果，他
说：“无花果树属常绿品种，具有
耐旱、耐荫，具有速生、早果、丰
产的优点。”

张东兵指着眼前的山坡说，以
前这一片山场杂草杂树丛生，如今
经过改造，种下了整齐划一的无花

果树，生态环境大为改善。
山场不仅成了“青山”，也成

了“金山”，带动当地村民就业，
增加村民收入是张东兵的另一个初
衷。张东兵介绍，种植无花果属于
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成活率高、见
效快，忙的时候需要附近村民帮
忙。“我会优先选择脱贫户、留守
老人和留守妇女，让他们在家门口
就能挣到一份不错的收入。”

2020年初，张东兵从山东引进
优质无花果苗，流转了村里荒山荒地
100亩，精心打造无花果种植基地。

刚入行的张东兵积极参加农技
培训，遇到不懂的地方就一边学
习，一边摸索，尤其在科学种植
上，他更是花了不少心思。“例如
在肥料的使用上，不同时期就要选
择相对应的肥料，如果不科学种
植，很可能导致果实小、味道苦
涩，品质大打折扣。”张东兵说。

除了鲜果销售外，张东兵还探
索无花果深加工领域。今年初，他
将村里的闲置农舍改造成加工厂，
投入一百多万元，购买了烘干机、
蒸馏机、榨汁机等设备。“未出售

的无花果可以制成果干和果酒，不
仅提高了产品附加值，而且拓宽了
产品的销售渠道。”

对于未来，张东兵信心满满。他
说，一亩能产两千斤无花果，基地一
年总收入预计能达到一百万元。

下一步，张东兵除计划探索无
花果采摘游外，还准备成立无花果
种植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模式，带动村民种植无花
果，共同增收致富。

发展一个产业、带动一方经
济、富裕一方百姓。近年来，螺山

村着力念好“生态经”，打好“山
水牌”，做实做好“特色产业”这
篇大文章。该村涌现出了一批带动
力强、辐射面广的合作社，一批特
色种养产业初具规模。螺山村党总
支书记王义胜表示，经过几年发
展，该村经济已从单一的种植业逐
步向稻渔综合种养、特色水产品养
殖等多元化发展，促进了村民增收
和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村级集体
经济收入今年预计达50万元以上。

（全媒体记者 唐飞 通讯
员 金明明）

种下无花果 开出“致富花”

北中镇坚持“五绿并进”，森林覆盖率达65.5%以上。 通讯员 陈达华 摄

北中镇林业站开展“森林防火”宣传进校园活动。（北中镇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