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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新闻

本报讯 怀宁县三桥镇因地制
宜、因村施策，全面推进村（社区）
创办公司，深入开展“一村一企”工
作，提升村级集体组织市场竞争力，
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桥镇党委严格落实主体责
任，督促各村 （社区） 全覆盖成立
村级公司并确保村 （社区） 创办的
公司实体化运营，加大考核激励力
度，将“一村一企”工作落实情况
纳入村干部绩效考核，实现村级组
织有新收益、基层治理有新提升、

群众得到新实惠。全镇9个村 （社
区）共成立经济联合社9家、村级公
司12家、专业合作社4家。该镇对
所有村级公司明确村 （社区） 党支
部书记担任法人代表和董事长，其
他村 （社区）“两委”成员或经营
能人为经营管理人员，对经营范围
和性质相似的公司进行整合并扩大
经营范围，共注销村级公司 1 家，
整合 2 家，变更公司法人 5 家，为
实体化经营奠定基础。

（通讯员 王敏）

“一村一企”谋发展

本报讯 近日，怀宁县检察院与
县交通运输局联合开展守护道路交通
安全专项检查。

此次专项检查主要针对县内已开
通校车运行线路的五个乡镇，对其路
线上的交通安全隐患点进行摸排，发
现并解决校车运行线路上的各类安全
隐患点，包括临水临崖、缺少安全设施
等问题。

经过多天的现场摸排，针对发现
的突出问题，县检察院、县交通局严格
落实“路长+检察长”协作机制，与五个
乡镇分管负责人现场确认，拿出整改
方案，确认整改时限。同时要求各乡
镇高度重视道路安全问题，树立以人
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积极采取有效
措施，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通讯员 王璟）

专项检查守护校车运行安全

本报讯 迎江区龙狮桥乡稳中
求进推动“四送一服”工作常态
化，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推动辖区实体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龙狮桥乡“四送一服”工作组
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为基础，结合企
业规模大小、产业特点等，分类下
沉、实地走访，点对点、面对面听
取企业员工意见建议。4 月份入户
走访库“规上”服务业 13 家，“规
上”商贸业 12 家，“规上”工业企
业 2 家，“规上”房地产企业 13
家，个体户9家，电话联系规上企
业共 39 家，协助辖区内 69 家规上
企业和16家个体户按时按质完成统

计报表报送，收集意见建议 10 余
条。建立企业走访台账，及时记
录企业反馈的问题。坚持做到走
访入台账、问题入台账、回复入
台账。

同时，工作组成员先后为 300
余家企业了解政策、申领项目、落
实政策提供服务，充当好政策“宣
传员”、政企“联络员”、群众“服
务员”；帮助5家企业、5家个体户
完成统计入库奖励申报；帮助两家
企业完成商贸企业增幅奖励申报，
奖励资金总额47万元，并于5月上
旬完成资金对付。

（通讯员 牛思婷）

入户走访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地处安徽西南边陲的宿松县汇口镇
全面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努力
扮靓门户形象，村庄环境基本实现干净
整洁有序，农民群众环境卫生观念发生
可喜变化、生活质量普遍提高。

垃圾分类 改善村容村貌

宽敞整洁的道路，粉刷一新的房屋
……曹湖村，每组均放着一绿一黑两个
垃圾桶。

“绿色是厨余垃圾，黑色是其他垃
圾。”57岁的村民王义水是村里的保洁员，
每天一早开着村里的垃圾收集车从村中
心的小广场出发，挨家挨户收集垃圾。

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在村口西
边，设有一处垃圾收集点，这是王义水巡
村一圈后的终点。村里的垃圾收集完毕
就运到这里，由环卫公司直接拉走。

曹湖村与湖北省段窑滨江村紧
邻，是名副其实的安徽“门槛”。几
年前，曹湖村最头疼的就是村里的垃
圾问题。2021 年，汇口镇开始推行

“大桶并点、小桶入户、上门收集、集
中转运”的处理模式，曹湖中心村成
了第一批试点村。

“30升的垃圾小桶就放在家门口，村
民推开家门就能扔垃圾。村里垃圾乱扔
乱堆的现象减少了，村民的卫生环保意

识也提高了。”曹湖村党总支书记董田槐
说，2022年以来曹湖村共清理农村生活
垃圾数量3.5吨，道路5.2公里，村内沟塘
数量5口，曹湖片一段东干渠0.5公里，
农业生产废弃物数量约1吨，房前屋后
环境整治户数218户。改变了村容村
貌，改善了人居环境，方便了群众出行。

“为化解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难题、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全镇推行了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集中处置，各村也开展
了月评比“最美庭院”“十星级文明户”
等，由群众代表现场评比，对干净卫生
的家庭户进行奖励，对不文明不卫生的
家庭户进行对点帮扶。”汇口镇农业农
村办负责人唐文亮说道，目前全镇11个
村、社区全部完成生活垃圾集中处置，
五个村实行了小桶入户。

污水处理 美化生活环境

今年65岁的龙潭村村民梅祖赐，
家里有几亩田地，除了种地外，还在自
家屋前种些蔬菜，养些花草。一直以来
过日子不发愁，就是生活污水处理很不
方便。毕竟农户分散，污水收集难、管
网成本高，家庭承担不起。

为了解决农村污水收集处理的难
题，汇口镇依靠财政专项资金，修建农
村污水管网，安装小型污水处理设施。

农村生活污水可以直接通过管网排放
到污水处理站，4个行政村的生活污水
得到了有效治理，3万农村人口受益。
改建之初，村民嫌麻烦，又怕返水有异
味，积极性并不高。为了改进村民的卫
生习惯，驻村工作队挨家挨户讲卫生知
识，手把手教村民污水阀门怎么用。看
到处理后的水干净清亮又没异味，村民
们慢慢想通了，主动要求讲卫生。“现
在，村里一千余户人家基本都装了下水
管道。现在就跟城市的条件一样，污水
处理村里就能搞。”老梅很自豪。

龙潭村是美丽乡村省级中心村，坐
落在集镇旁，村里以农村生活垃圾、生活
污水为突破口，将人居环境综合治理与
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开展了村容村貌
和公路、道路沿线环境及河道卫生专项
治理，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厕所革命 提升生活品质

同马社区属于镇区，居民们的生活
算得上富裕。家家户户的门楼、庭院都
打扮得漂漂亮亮，唯独一个旱厕让人不
舒服。“不雅观，也不方便。”75岁的社

区居民刘金辇说。
为此，社区启动了“厕所革命”，县

里财政补一点，村集体拿一点，群众出
一点，50 余户村民陆续拆旱厕、换水
冲，生活品质一下子升了级。

刘金辇家的新卫生间，墙壁贴着瓷
砖，干干净净，坐便器、热水器、洗衣机
一应俱全。“现在在家比在城市好。”刘
金辇脸上挂满笑容，孩子们回来，都愿
意多住几天；搁往年，孩子们回来一趟，
因为不习惯旱厕，很难在家多待。

“社区根据实际情况成立四个理事
会，负责区域内的人居环境整治和长期
管护，实行联村科干及驻村干部包村、
村干包片、网格员包户的工作机制，强
力推动社区人居环境整治各项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同马社区党总支书记桂
金华说，社区“两委”充分发挥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支
部推动、党员促动、党群互动，建立党员
包保责任网络，实行“党员联户”制度。
同时积极引导群众参与，通过因地制
宜、标本兼治，人均环境越来越美，居民
生活越来越好。

通讯员 司舜 尹丹丹

垃圾分类 污水处理 厕所革命

汇口镇扮靓“门户”提升群众幸福感

望江县太慈镇茶花村是“二十四
孝”中“仲源泣墓”之乡。茶花村充分挖
掘特有历史文化资源，将“孝”文化融入
村庄治理，让优秀传统文化变成村民凝
心聚力的精神动力。

以前的茶花村干群关系复杂，村民
之间常常因为小事吵得不可开交，邻里
不和谐、人心涣散。村民心不齐，村里
就难发展，村“两委”班子深刻意识到想
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要凝聚思想、达
成共识，以“孝”文化作为抓手，提高基
层治理水平，拉进村民之间的情感。

说干就干，村里建起了村民活动广
场，配齐了各类文体设施。村党组织及
群团组织以孝文化为主题，先后建立了

党员志愿服务队、巾帼志愿服务队、青
年志愿服务队，实行承诺践诺制，每逢
节假日开展对村内孤寡老人、残疾人等
开展上户帮扶活动，帮助他们整治房前
房后环境卫生，为他们解决生活困难。
发挥村内自治组织和乡贤五老在化解
矛盾纠纷中的作用，将仁爱孝悌、优秀家
风家训融入调解中，让孝文化在潜移默
化中影响村民言行举止。常态化开办道
德学堂、乡村振兴大讲堂、巾帼大宣讲等
活动，通过讲述优秀传统文化、尊老爱
幼、榜样典型等内容来凝聚人心。

茶花村积极开展各类创建活动，让
家家户户参与，评选出村内的孝贤人
家，包括好媳妇、好婆婆、孝贤模范、各

类家庭等，进行表彰、宣传。郑秀华是
村内一名普通的妇女，婆媳关系融洽，
夫妻和睦，家庭和谐。然天有不测风
云，前两年婆婆意外确诊肺癌，在孕期
的她承担起了带老人治病求医、照顾服
侍老人的责任。尽管家庭不富裕，但她
从未放弃对婆婆的治疗，尽心尽力，毫
无怨言。婆婆去世后，郑秀华的小儿子
才刚刚出生，但她几乎每天都去看望耳
聋生活不便的公公，给老人洗衣做饭做
家务，老人家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由
她来操办，给老人带来了无微不至的照
顾。不仅如此，她尊老爱幼、团结邻里，
乐于助人，村里有哪家老人遇到困难时
她总是不计回报地去帮助他们。郑秀

华的事迹感动了村民，村民们口口相
传，以她为标杆，向她看齐，经村民一致
推荐，郑秀华被评为镇级“孝贤模范”。

随着孝文化融入村民生活，村内
风气明显好转，呈现出孝老敬亲、和谐
友善的崭新氛围，村民的精气神极大
提升。“人心齐了，村内各项工作也就
好开展了，村级发展后劲更好。”村党
总支部书记柯永才说道，今年结合党
建引领信用村建设工作，村里大力宣
传信用价值，号召村民讲诚信，把尽孝
作为乡风评议的一项重要指标，现在
乡风文明建设也得到了提升，村内矛
盾纠纷越来越少，村民生活也更加和
谐幸福。 通讯员 常静

“孝文化”凝聚民心缔造美好生活

5 月 12 日，怀宁县清河乡工作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宣传秸秆禁烧，切实
增强广大群众生态环保意识，营造保
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

时下正值油菜收割季节，为保护
辖区良好的空气环境，进一步抓好秸
秆禁烧工作，怀宁县突出以宣传引导
为重点，紧盯重点区域，加强巡查督
导，严格奖惩，出实招确保打赢夏季
秸秆禁烧攻坚战。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檀志扬 摄

禁烧秸秆

保护生态

近日，望江县鸦滩镇组织巾帼志愿者开展“扫黄打非进校园”活动,向师
生们科普扫黄打非相关知识。 通讯员 江梦梦 摄

本报讯 岳西县天堂镇回龙社区
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力推动
疫情防控常态化。

回龙社区充分发挥网格员和单元
长、联防长作用，每日对市外来岳人员
开展全面摸排，按照“3+2”“7+7”等隔离
监测管控要求，对来(返)岳人员依规落
实相应措施，建立台账。居家隔离期

间，落实“五包一”制度，采取佩戴电子
手环、安装电子门禁系统等措施，严格
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
早治疗”的要求，扎实做好疫情监测、排
查、预警等工作，力争做到精准到人、无
一遗留、无一死角。

回龙社区党总支通过微信、短信、
防疫海报、广播、横幅等方式进行全覆
盖宣传，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引导市民

群众养成“戴口罩、勤洗手、测体温、勤
消毒、少聚集、勤通风”的良好卫生习
惯，提高群众防范疫情的卫生意识，着
力营造万众一心抗疫氛围。广大党员
带头担当作为，做到关键时刻冲在一
线，给广大群众树立良好标杆。党员志

愿者积极配合社区做好疫情防控各项
工作，强化对中高风险地区来人隔离管
控措施，扎实做好疫情监测、排查、预警
等工作。流动党员带头做到“非必要不
返乡，非必要不流动”，坚决消除各类风
险隐患。 （通讯员 王海燕 左琳）

党员先行推动疫情防控常态化

全面科学精准有力做好疫情防控

本报讯 日前，桐城市龙眠街道
黄燕村被评定为 AAA 级信用村。黄
燕村工作队和村两委成员纵深推进党
建引领信用村建设，让信用变真金，助
推乡村振兴。

黄燕村成立由街道分管领导、驻
村干部、村“两委”成员、村民组长及村
五老人员等组成的评定小组，对全村
427户农户进行乡风文明评议正负面
清单，从孝敬老人、家庭教育、兄弟姐
妹关系、邻里关系、热心公益事业、支

持村“两委”工作、 移风易俗、摒弃陋
习恶习等8个方面开展乡风文明评议
工作。通过信用等级评定，该村信用
户评定AAA级10户，AA级162户，A
级113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AAA级
主体1个，AA级主体10个，A级主体2
个，带动 80 余户村民发展产业，共享
信用成果。全村信用户共计授信4670
万元，用信 30 万元；农业经营主体累
计授信660万元，用信150万元。

（通讯员 夏国峰 胡许建）

信用提升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讯 5 月 13 日上午，安庆市
人力资源服务协会成立，有近 100 名
会员单位参会并进行自律宣誓。

人力资源服务协会将聚焦“进百
强、上台阶”目标，发挥在“五大宜城”
建设和“双招双引”中的作用，当好政

府的助手、企业的帮手和行业的推手，
向政府部门谏言献策，为构建“实体经
济、现代金融、科技创新、人力资源”协
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服务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通讯员 方燕）

成立协会服务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