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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新闻

怀宁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
想，坚持以具体民生项目为载体，按照
保基本、兜底线、补短板、促发展的总
体思路，精心组织、科学筹划、精心调
度，全力推进31项民生工程。2021年
度全县 31 项民生工程实际到位资金
14.01亿元，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有
力地提升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和安全感，该县去年民生工作
获安庆市县（市）区考核第一名。

社会保障筑牢民生基础

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安，关系着每
个人和每个家庭的福祉。去年，怀宁
县累计拨付特困人员供养补助、农村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重度残疾人生活救助、低收入老
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农村孤儿基本生
活补助等资金8000多万元，受益群众
2万多人。

让困难群众弱有所助。对符合困
难职工建档标准的困难职工建档和帮
扶全覆盖，实施常态化帮扶机制，推动
困难职工家庭解困脱困。2021年救助

生活困难职工4人，助学救助28人，医
疗救助18人。

养老事业稳步发展，让群众老有
所养老有所依。怀宁县对高龄津贴符
合条件的老年人应发尽发,高龄津贴累
计发放18801人，累计发放资金477.74
万元，低收入养老服务补贴发放5031
人，累计发放127.1万元。目前全县有
养老机构23家，养老床位5858张。

医疗卫生服务让群众乐享健康幸
福生活，全年完成婚检5472人，职业病
监测完成1382人，完成城镇低保适龄
妇女“两癌”免费筛查任务100人，完成
农村适龄妇女宫颈癌免费筛查 8010
人，乳腺癌免费筛查2003人，初步实现
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就业保障夯实民生之本

怀宁县始终把稳就业作为首要工
作目标，分类施策、强化落实，出台《怀
宁县就业创业促进实施方案》，通过打
好政策组合拳，真金白银稳就业。

该县根据贫困劳动者的就业愿望
和培训需求，开展集中、上门、一对一、

点对点等多种方式的技能脱贫培训。
通过购买服务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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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其他
16-24岁失业青年，参加3-12个月的就
业见习，并按规定落实相关补贴政
策。组织实施企业新录用人员岗前技
能培训，拓宽“零技能”人员就业渠道，
为企业的发展做好人力资源保障。
2021年，就业创业促进项目开发公益
性岗位300个、就业见习岗位539个。
各类就业创业和岗前培训近4000人，
全面提升了群众就业技能，增强了发
展能力，促进了就业增收。

同步推进其他民生事项。全县全
年共完成农村危房改造24户；完成年
度农村改厕任务5000户；棚户区改造
新开工1216套，基本建成2164套；完成
8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完成23
个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项目；学生
资助已全部打卡发放完毕；拨付中职
学校免学费补助3426人次537.2万元，
发放中职学校国家助学金 588 人次
73.15万元，拨付普通高中免学费补助

537人次55.94万元，发放普通高中国
家助学金2099人次245.45万元。

措施落地推动民生落实

怀宁县在民生工程组织实施过程
中，狠抓责任落实，结合实际，合理安
排年度目标任务，稳中求进，夯实民生
工作基础，强化保障，加强资金管理，
提高资金使用规范性、安全性和效益
性。与此同时，该县围绕难点，稳步推
进补助、培训类项目，突出重点，快速
推进工程类项目建设，确保各项民生
工程早启动、早建设、早见效。直击难
点痛点，问题化解准。针对往年民生
工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痛
点难点，找准不足，对标对表，全面贯
彻落实，补齐短板。

同时怀宁县还多管齐下，抓好民
生宣传工作，全方位宣传民生工程政
策，营造浓厚氛围，引导放大广大人民
群众参与、支持民生工程建设。民生
连着民心，一项项民生工程的稳步实
施，使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显著提升。通讯员 胡浩 鲁厚杰

去年投入资金14亿元，怀宁县民生工程获市考核第一名

民生工程办实事 惠了民生暖民心

本报讯 为充分发挥政策性资金
的撬动作用，调动社会各方面资源力
量，共同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怀宁县立
足乡村特色优势资源，量身定制适配
性全产业链农业信贷担保模式，倾力
打造“政银保担企＋”联动支农平台，
推动农业产业创链、延链、补链、强链，
实现绿色、协调、循环、可持续发展。

“政企”助推发展。怀宁县由国资
平台全资子公司县乡村发展公司与村

（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组建合资公司，
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以不低于100
亩土地使用权或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
出资、占股 20%，县乡村发展公司每
100亩认缴出资100万元、占股80%，每
个合资公司蓝莓种植面积约100至600
亩，村集体每年可获得收入5万元/百
亩，新增蓝莓种植面积2万亩。

“银担”提供资金。该县与安徽省
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建设蓝莓园的资金投入由安徽
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司按每100亩
提供160万元的担保授信，总额5.7亿
元，蓝莓园建设贷款期限为8年，其
贷款利息及担保费，前3年由县财政
全额贴息，自第4年起，由合资公司
开始分期还本付息。目前，累计签约
贷款1.32亿元。

“保险”跟进服务。针对农业发展
现状和农户实际投保需求，怀宁县加

大政策性农业保险投入，先后推出蓝
莓、育肥猪、设施蔬菜等13个地方特色
农产品保险品种，每亩保费100元，其
中县财政补贴75%的保费，种养殖户
承担25%，有效减轻了种养殖户负担，
提高了参保率，实现了“愿保有保”。
目前，全县蓝莓投保4966.3亩、畜禽投
保56万只、淡水鱼投保9078亩、设施
蔬菜投保443亩。

（通讯员 钱续坤 鲁厚杰）

怀宁县：

打造“政银保担企+”联动支农平台

本报讯 怀宁县小市镇禅师
村集体经济联合社采取村社合作
模式，集中流转土地600亩，实现
土地集中连片，统一种植优质水
稻，依托“一村一企”，发展集体
经济的同时带动村民增收。

小市镇充分利用镇内高标准
农田资源，积极践行“两强一增”行
动，搭建平台、整合资源，将土地经
营权流转到村合作社，推动土地规
模化、种植技术化、服务社会化，有
效解决种什么、怎么种、卖给谁的

问题，带动群众增收的同时，促进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此次合
同约定的水稻种植面积为 600
亩，位于小市镇禅师村胜利圩，统
一种植“乾两优馥香占”品种，稼
仙公司负责提供稻种和技术指
导，秋收后按约定价格全部收购，
预计每亩可增收 300 元。这样一
来，村集体经济收入有了新的增长
点，周边群众增收也有了新门路，
真正实现“双增收”。

（通讯员 张冰 胡浩）

小市镇：

“一村一企”高产水稻基地实现“双增收”

本报讯 连日来，怀宁县清河
乡全面开展自建房等建筑领域安
全隐患排查和专项整治，坚决遏制
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为做好专项排查工作，摸细
摸实隐患点，清河乡成立了由乡
安办、乡城建办、乡派出所组成
的工作专班，针对“三合一”的
房屋、商业超市、文旅休闲娱
乐、房屋出租经营、交通运输场

站、宾馆酒店餐馆、学校幼儿园
培训机构等场所，重点排查调查
房屋建设年份、施工单位（个人）、建
筑结构、层高、面积、经营性质、经营
主体、日常使用人数等情况，建立详
细台账。下一步，该乡将对照台账，
明确责任，细化任务，督促相关责任
单位、责任人限期落实整改措施，
确保落实到位、整改到位，确保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通讯员 丁双 陈金霞）

清河乡：

全面排查自建房隐患保安全

本报讯 今年以来，怀宁县医
保局落实“一改两为五做到”要求，
精准管理、提质增效，扎实推进医
疗救助民生工程。

该县加强信息化建设，医疗救
助“一站式”结算，极大地提高了群
众就医效率。人员属性为特困、低
保、返贫致贫、监测人口的重点救
助对象在出院时可直接享受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一站式
服务，正在实现群众“最多跑一
次”。严格落实城乡医疗救助管理
规定，规范申请办理流程。对于因

重大疾病而产生大额医疗费用的
稳定脱贫人口和普通参保居民，实
行依申请救助。按照户申请、村评
议，乡镇审核、县级民政、乡村振兴
等部门审批的流程，严把每道关
卡，确保每笔救助资金用在刀刃
上。为了确保救助资金使用规范、
安全，怀宁县医保局每月将救助名
单在官网进行公示，同时畅通群众
意见反馈渠道，待公示结束无异议
之后，立即完成打款工作，确保资
金第一时间拨付到患者手中。

（通讯员 张童）

怀宁县：

扎实推进医疗救助民生实事

本报讯 近来，怀宁县纪委监
委聚焦监督首责，机关部室和派驻
纪检监察组实施“室组”联动监督、
联合办案，积极推进派驻机构协作
区建设。

监督内容上，围绕党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的落实落地，把准重
点针对疫情防控、“四风”问题、党
内政治生活落实，以及“双减”工
作、学校收费、节假日值班、教辅
资料征订、教师违规补课等，“室
组”联动督查。工作方式上，联系
室组织协调、审核把关，对日常监
督、执纪办案、信访及线索处置等

答疑解惑乃至协同办理。通过专
题研判、共同研讨、联合核查，以
及跟班锻炼、下沉实地督导等方
式，“室组”加强沟通与联动，实行
任务统筹、手段互补、信息共享。
实施成效上，“室组”上下联通、密
切配合，共同监督、协同执纪。在
重要监督检查、复杂信访线索、业
务研讨交流等方面，坚持情况互
通、力量互补、工作互助，做到同
步跟进、同心协力、同频共振，实
现“1+1>2”效果，保证监督执纪问
责的联动协同高效。

（通讯员 何方应）

“室组”联动提升监督效能

5 月 15 日，在怀宁县秀山乡西涧
村和独秀村几个村庄环境整治点，工
人们正在工作，曾经的老村庄即将换
上新面孔，这是多年居住在这里的群
众翘首以盼的好事情。同样的场景
也出现在该县月山镇学田村、广村村
等村社区。

通讯员 胡浩 程玉姣 洪胜武 摄

环境整治

扮靓村庄

本报讯 怀宁县凉亭乡大力实施
“书记项目”，因地制宜发展紫薯特色产
业，加快推进乡村振兴。

近日，在凉亭乡代店村，在镇村干部
的带领下，村民们正忙着扦插紫薯苗，分
苗、插苗，大家伙穿梭于一块块平整好地
里，现场忙得热火朝天。凉亭乡代店村党
支部书记胡巧玲说：“我们找了60多人为
村里插紫薯，今年我们准备种植紫薯204
亩，5月底之前全部扦插结束。”

因地制宜发展“书记项目”。今年年
初，凉亭乡代店村党支部书记胡巧玲将紫
薯产业发展作为“书记项目”认真部署落
实，把荒废的200多亩山场按每亩年租金
150元的价格流转到村集体，用于发展紫薯
种植。此外，还带动周边留守老人前来务
工，每天每人有80元的工资收入。

“我们以党建引领，将紫薯产业作
为村级党组织“书记项目”着力推进，把

“软任务”变成“硬指标”。盘活闲置山

场资源，让老百姓有租金，有务工收入，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胡巧玲说。

以“书记项目”助推产业发展，以村
级联合党委抱团发展，着力破解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瓶颈。怀宁县凉亭乡充分
发挥村级联合党委优势，抓“书记项目”
建设，积极推行党委+合作社+农户发展
模式，依托紫薯育种育苗基地，大力推
进土地流转，发展壮大紫薯产业，促进
农业提质增效。

据了解，凉亭乡在加快转变农业发
展方式，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产品结
构、充分激发农业发展内生动力上下功
夫，以发展紫薯产业为抓手，大力推进
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目前，全乡种植
面积1000余亩，预计为村集体增收200
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务工2万人次，为真
正实现产业兴旺，为农业强、农村经济
持续发展。

（通讯员 张文涛 包俊根）

凉亭乡：

做活特色产业促农增收

本报讯 5月 16日，在怀宁县江
镇镇新合村木耳种植基地，挖机正在
对一片闲置的场地进行清障平整，为
下一步厂房建设作前期准备。江镇
镇新合村党支部副书记何东苗告诉
笔者：“这些场地是准备做香菇养菌
间，扩建面积是700平方，配套有烘干
房和冷藏间，新鲜菇子出来，能保持
鲜品上市，然后还增加了两个大棚。”

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周边的群
众更受益。农闲之余，在这务工的新
合村村民曹流德，对今年的务工收入
又增添信心。“正因为村里发展这个
产业，带动我们村民增加务工收入，
去年大概是八九千块钱，今年大概一
万七八千块钱差不多。”曹流德说。

江镇镇新合村积极探索发展木
耳产业，从2017年引进木耳种植、到
建成菌棒制造厂，再到如今进一步延

伸产业链，扩种香菇、平菇等，逐步实
现了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商品
化处理、产业化经营，成为了村集体
经济的支柱产业。新合村木耳产业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不仅鼓起了农民群
众的“钱袋子”，而且发展成为全镇乡
村振兴的希望产业、持续长久的富民
产业。在新合村的带动下，江镇镇其
他村也纷纷取经、仿效，搞起了黑木耳
种植。

“上半年有平菇，下半年香菇、木
耳同时进行生产，今年生产菌棒，除
了自己用，木耳棒下半年准备种12万
棒，准备做20万棒销往外地。带动周
边村民务工，大概能带动20多万块钱
的工人增收。木耳基地这块，去年的
收入是60多万，今年有望突破80万
元。”何东苗说。

（通讯员 张文涛 包俊根）

江镇镇：

小小黑木耳变身“招财耳”

本报讯 5月 10日，随着挖掘
机的轰轰隆隆进场，开始开挖路
基，怀宁县马庙镇严岭村扁屋组的

“四好农村路”正式破土动工了，这
个村“通组达户”的梦想即将成为
现实。

马庙镇严岭村扁屋组住着36
户119人，因青年人大多在外务工，
组中主要是老年人和小孩。目前
扁屋组有一条通向村部、镇内主干
道大约 930 米的道路仍然是石子
路，严重阻碍村民出行，尤其是老
年人和小孩，就医上学尤其不便。
今年该村结合“四好农村路”项目，
自筹资金20万元，共计筹资66.5万
元，将这条“老路”提上了“新日
程”。道路的修建，不仅极大地方
便了村民出行，也带动了农村产业

的发展。扁屋组原有一个废弃的
养猪场，以前道路不通，难以利
用。现在随着‘四好农村路’的实
施，交通出行更加便利，镇村两级
准备翻修闲置养猪场，建立农事服
务中心、育秧中心、秸秆收储中心
和烘干中心，发展村集体经济，带
动群众增收。

今年以来，马庙镇结合“我为
群众办实事”，深入贯彻落实省委

“一改两为”会议精神，建立健全
镇、村、组三级“路长制”，聚焦群众
反映的出行难问题，继续开展“四
好农村路”项目建设，打造马庙镇

“绿色廊道”。今年将修建“四好农
村路”18条，共7.5千米；至4月底，
已完成路基基础建设5.3千米。

（通讯员 丁浩浩 胡浩）

马庙镇：

“四好农村路”助力乡村大发展

整治后的乡村整治后的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