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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新闻

本报讯 近日，安徽省爱国卫生
运动委员会授予迎江区龙狮桥乡机场
社区为“省级卫生社区”荣誉称号。经
过省级评估复审，再次确认迎江区龙
狮桥乡为“省级卫生乡镇”。

龙狮桥乡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
心”的工作方针，促进创卫工作向纵
深发展，以精细化管理助推创卫巩固
提升工作落到实处，为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按下“加速键”。成立由乡党委、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指挥长的创卫工
作指挥部，制定创卫工作实施方案和
实施细则，建立调度督查机制。发挥
社区大党委和“五位一体”包保部门作

用，将创卫工作纳入乡部门包保工作
清单，充实创卫工作力量。集中开展环
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对卫生城市创建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拉网式整治，巩
固提升“省级卫生乡镇”成果。

全力保障创建卫生城市经费，加
大病媒生物防治、无烟机关创建等投
入力度。集中力量整治农贸市场卫
生、“七小”行业卫生，完善卫生基础
配套设施。围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工作重点，通过网格平台宣传、增设
创卫公益广告牌、发放创卫倡议书、
举办创卫群众活动等，营造全民参与
的良好氛围。 (通讯员 周伟娟）

龙狮桥乡巩固提升创卫成果

本报讯 近日，宜秀区一企业成
功创建省级节水型企业和市级节能
环保型企业，成为该区节水环保绿色
建设的排头兵。

多年来，该企业坚持“节水优先、
空间均衡、系统治理”思路，通过逐步
改造节水设施设备、杜绝管网跑冒滴
漏、增强全员节水意识等措施，成功
实现“三水回用”。

该企业通过循环回水系统，实现
工业废水全部重复利用。通过达标处
理，将所有工艺用水全部纳入污水处
理厂，后并入市政污水管网，同时部分
回用于厂区绿化建设，实现冷却水循
环使用、工艺用水不直排。通过再利
用措施，将处理后的生活污水回用作
厂区绿化建设和保洁用水等，实现生
活污水再利用。 （通讯员 苏贵斌）

“三水回用”创建省级节水型企业

本报讯 近期，天气变暖，气
温回升，岳西县进入茶叶销售旺季。

巍岭乡党委政府采取在人口集
中地、方便且较空旷的地段设立茶
草交易点，将过往商贩集中到一
块、定点收购茶草，方便群众的同
时，也消除了安全隐患，确保“茶
叶季”安全。

巍岭乡为解决茶叶季带来的诸
多安全隐患问题，分村设立了4个茶
草交易点，张贴宣传标语10处。同

时各村利用微信、QQ群和朋友圈及
数字乡村APP等进行广泛宣传，营
造人人都来参与、人人都树立安全
意识的氛围。“我村在彭屋三岔路
口宽敞处设立了茶草交易点，离我
家很近，走路两三分钟就到，不像
过去茶叶摘了后还要到处找商贩。
而且村里每天还安排人员到茶草交
易点进行现场疏导，确保安全有序
地进行茶草交易”夹河村村民汪云
兰说。（通讯员 吴爱华 王储怡）

茶草交易点保障“茶叶季”安全

高大的门楼，透亮的窗户，洁白
的墙壁，一副美丽庭院的模样。“吃
得饱、穿得好、有房子住，原来的生
活和现在没法比。”现年58岁，桐城
市龙腾街道坊正村村民汪善兰脸上绽
放着灿烂笑容，他没有被贫困的家境
吓退，用自己的乐观、阳光和自强不
息实现了人生目标，跨进了致富奔小
康的行列。

汪善兰丈夫盛光兆年轻时因车祸
导致肢体残疾二级，后又患上高血
糖，常年居家抱着药罐子，加上一
双尚幼的儿女。家庭的变故、生活
的重担全部落在汪善兰一个人肩
上，而且因为要照顾残疾的丈夫和
上学的孩子，她无法像正常人一样
去打工。

就在一家人即将陷入绝境之际，

脱贫攻坚的春风让她重燃了对生活的
希望，2014年经过民主评议，汪善兰
一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帮扶
人的帮助下，他们享受健康、产业及
低保等扶贫政策。被列为贫困户，汪
善兰内心的第一反应是政府以后又能
多给一些钱；但对于脱贫，她仍然是
茫然的、无知的；对于出去找工作，
她压根就没想过。

国家的帮扶政策、村里的帮扶措
施以及村里在具体帮扶汪善兰上的思
路……一次次、一遍遍，在村“两
委”、帮扶人等的耐心引导教育下，
汪善兰的思想变化了：“不应该再过
老日子，如果自己不转变“等靠要”
的思想，儿女也只会学自己“等靠
要”。这辈子永远是一个好吃懒做、
被人看不起的“老贫困户”，必须改

变，一定要脱贫致富奔小康。国家的
扶贫政策方方面面都把我们照顾到
了，但政策越好，也不能‘等靠
要’！要想真正脱贫，还得加上自己
的奋斗！”

汪善兰将丈夫带在身边应聘上了
家附近一家防水材料厂炊事员，每月
工资2000元，加上低保金、双残补助
及家庭产业收入，2016年全家收入达
到4万多元，全家的日子逐渐好起来
了。2016年10月20日，汪善兰将写好
的脱贫申请书亲自送到吴方东手上，
正式声明她家脱贫摘帽。随着两个孩
子相继参加工作，家庭收入增加，汪
善兰于2017年 6月申请，一家4口退
出了低保。

为了让日子过得更好，防水材料
厂搬迁后，在村委会的帮助和自己的

努力下，汪善兰当上了村里的环境保
洁员，每年工资 8000 元；在家附近
饭店兼职做服务员，每月工资 2200
元。同时她还带领乡亲四处帮人做绿
化工程。夏天顶着烈日，冬天冒着寒
冷，起早贪黑，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
一路走来。

2021年 3月，丈夫病故，如今的
汪善兰一家3口人，一双儿女均已大
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现在儿女都
工作了，我自己每年也能挣不少钱，
家里的日子越来越好了。我是靠勤劳
的双手脱贫致富，我还要靠勤劳的双
手让小康的路越走越宽广！”谈起

“心目中的小康”，汪善兰充满着信心
和希望。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朱正兵 孙传银

汪善兰：勤劳的双手让小康路越走越宽

本报讯 “以前想要去县里反映问
题，往返要一天时间。现在太方便了，
手机点一点，你们就帮我解决了问题，
更没想到你们还亲自到家里来给我答
复。”日前，岳西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来
到田头乡某村开展信访答复时，实名举
报人柳某动情说道。

今年以来，岳西县纪委监委针对新
形势下信访工作的特点及要求，转变工
作作风，探索推行“三访四公开”信访举
报工作新模式。通过入村流动访、入户
访、集中接访等方式，变群众“上访”为
干部“下访”，不断拓宽举报渠道。通过
抖音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公

告栏等阵地，公开举报渠道、接访日期、
受理范围、办理程序，激发群众参与监
督的热情，让群众“会举报”“敢举报”。

在具体实践中，该县不断完善来
信、来访、网络举报等信访举报渠道，在
微信公众号、岳西纪检监察网上设置举
报功能，运用流动宣传栏、抖音短视频
等，公开检举控告地址、电话、网站、受
理范围以及处理程序有关规定，让群众

“看得见、看得懂”。全县各级纪检监察
干部深入基层一线，累计开展“三访”活
动300余次，先后制作抖音宣传短视频
4 期，印发《信访举报指南》宣传手册
2000余份，制作宣传栏160多个，实现

24个乡镇、188个行政村(社区)阳光信
访举报公开栏全覆盖。

“原来是我听信别人传言，错误理
解了补偿政策。要不是你们及时反馈
答复，我还在错怪我们村主任呢!”日
前，温泉镇某村村民汪某反映邻村高
速公路征地补偿款发了30多万，自己
村里也有10多万，却一直没听到下发
的消息，汪某就此举报村干部贪污或
者挪用补偿款。镇纪委核查不属实
后，在流动走访时向汪某当面进行反
馈，汪某表示认可。

为确保信访工作“事事有着落，件
件有回音”，该县纪委监委还结合实际，

推行县纪委监委领导、信访室干部下沉
到乡镇集中接访，督查督办解决疑难复
杂信访问题，将监督触角前移，增强工
作针对性和主动性。通过建立信访台
账，定期对信访件进行梳理，实行台账
式动态销号管理，采取约谈督促、实地
督办、适时通报等方式及时提醒督办，
今年以来已赴 2 个乡镇开展集中接
访。“我们将持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真
心真情开展信访举报工作，让群众成为
监督公权力的主体，切实提升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该县纪委
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讯员 张慧芳）

“三访四公开”让监督有温度有力度

4月18日，怀宁县清河乡龙池村村民在茶园苗基地除草。清河乡因地制
宜，大力发展蓝莓、茶叶、果树等产业，增强村级组织“造血”功能，带动
村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 通讯员 檀志扬 陈金霞 摄

增强村级“造血”功能

近日，潜山市油坝乡强势推进拆
违攻坚行动，对唐埠村7处违法建设进
行集中拆除。

油坝乡坚持以零容忍态度，遏
制 违 法 乱 搭 乱 建 行 为 ， 深 入 开 展

“两高一场”环境综合整治，推进高
铁沿线、快速通道沿线和高铁片区
拆违攻坚行动，累计拆除乱搭乱建
30 余户。

通讯员 仰琼英 摄

拆违治乱

改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