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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防疫小知识

本报讯 今年以来，安庆市不断
创新方式方法、健全长效机制、加强
日常执法，形成了工资支付总体可
控、欠薪违法行为逐渐减少的良好态
势。截至8月 10日，全市共协调处理
工资支付投诉196起，涉及1330人、金
额 1325.6万元，其中涉及农民工646
人、金额770.6万元。

自今年 4 月起，我市以住建、交
通、水利等各类在建工程项目，尤其
是有欠薪隐患记录的在建工程项目
为核查重点，排查在建工程项目实名
制管理、专用账户开设和人工费用按
月拨付等制度落实情况。截至目前，

专项行动共检查362个项目工地，下
达146份限期整改指令书，98次约谈
项目负责人，下达6份行政处罚决定
书，在全市通报6家存在违法行为的
企业。今年以来，我市收到全国根治
欠薪线索反映平台案件线索862件，
已核处办结822件，办结率达95%，涉
及1146人、金额1390.33万元。

我市还不断提高信息化建设水
平，基本实现投诉维权、监管事项线上
线下同步办理，用“智慧”监管实现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各项制度全覆盖。

（全媒体记者 徐侃 通讯员
杨科）

安庆“智慧”监管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帮助646名农民工讨薪770万余元

本报讯 8月23日上午，安庆市
2022年“金秋助学”集中资助仪式举
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
主席刘克胜出席并讲话。

刘克胜指出，“金秋助学”活动是
落实全省“一改两为”大会精神、暖民
心行动决策部署和省总工会“42101”
重点工作部署的具体举措，是一项体
现爱心、温暖人心、凝聚民心的善举
义举，更是一件实施人才战略、建设
和谐社会的好事实事。

刘克胜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

要充分认识开展“金秋助学”活动
的重要意义，通过延伸助学链条完
善助学措施、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
来提升助学格局、充分利用媒体宣传
营造浓厚的助学氛围，建立健全“金
秋助学”活动长效机制。希望广大学
子自强不息、信念坚定、懂得感恩，将
党和政府的深切关怀、工会组织的关
心关爱转化为感恩社会、立志成才的
强大动力，积极投身实现“中国梦”
的伟大事业。

（张敏 刘秀丽）

刘克胜在“金秋助学”集中资助仪式上强调

弘扬扶危济困传统美德
推动助学活动取得实效

发生本土疫情后，根据病例和无
症状感染者的活动轨迹和疫情传播
风险大小划定高、中、低风险区域。

将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居住地，
以及活动频繁且疫情传播风险较高
的工作地和活动地等区域，划为高风
险区。高风险区原则上以居住小区
（村）为单位划定，可根据流调研判结
果调整风险区域范围，采取“足不出
户、上门服务”等封控措施。高风险区
连续 7 天无新增感染者降为中风险
区，中风险区连续 3 天无新增感染者
降为低风险区。

将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停留和
活动一定时间，且可能具有疫情传播
风险的工作地和活动地等区域，划为
中风险区，风险区域范围根据流调研
判结果划定。中风险区采取“人不出
区、错峰取物”等管控措施，连续7天
无新增感染者降为低风险区。

中高风险区所在县（市、区、旗）
的其他地区为低风险区，采取“个人
防护、避免聚集”等防范措施，低风险
区人员离开所在城市应持 48 小时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所有中高风险区解
除后，县（市、区、旗）全域实施常态化
防控措施。

疫情处置过程中，如个别病例和
无症状感染者对居住地、工作地、活
动区域传播风险较低，密切接触者已
及时管控，经研判无社区传播风险，
可不划定风险区。

风险人员协查管控方面，对有高
风险区 7 天旅居史的人员，采取 7 天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在集中隔离第
1、2、3、5、7天各开展一次核酸检测；对
有中风险区7天旅居史的人员，采取7
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在居家隔离医
学观察第1、4、7天各开展一次核酸检
测；如不具备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条件，
采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管理期限自
离开风险区域算起。对有低风险地区7
天旅居史的人员，3天内应完成两次核
酸检测，并做好健康监测。

全媒体记者 白萍

风险区域划定及防控

本报讯 为应对持续高温天气，
安庆市人社部门加强政策宣传，指导
规范用工，依法调处纠纷，多举措落
实各项劳动者权益保障措施，全力维
护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加强政策宣传。从6月中旬起，
我市在政府信息公开网、市人社局网
站等公告高温天气下劳动权益保障
相关政策规定，印发《高温津贴政策
问答》《高温季节劳动保护和安全防
护温馨提示》等宣传资料，深入高温
作业行业企业，开展劳动保护政策宣

传，提高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对高温天
气劳动保护相关政策法规的知晓度。
截至目前，共发放宣传手册 200 余
册、宣传单1000余份。同时将高温劳
动保护政策纳入劳动关系协调员培
训课程，针对户外作业较多的企业开
展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政策宣
讲，指导督促用人单位建立健全防暑
降温工作制度，合理调整劳动者工作
时间，全面改善劳动条件，最大限度
降低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
康造成的危害。

开展走访慰问。我市扎实开展
“送政策、送服务、送清凉”活动，及时
将仁丹、十滴水、风油精、清凉油等防
暑降温用品送到一线户外作业劳动
者手中，询问了解他们在高温期间的
工作时间安排、高温津贴发放、避暑
降温措施等劳动保护举措落实情况，
指导用人单位改善高温作业劳动者
生产、生活条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合理调节户外作息时间，积极为高温
作业劳动者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强化执法检查。我市结合“企业

规章制度合规性诊断”服务进企业活
动等，加大对室外露天作业、建筑工
地、交通运输、环境卫生、外卖物流等
行业企业的检查力度，重点检查工作
时间、休息休假、高温津贴支付等情
况。同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依法查
处用人单位违法行为。针对因高温天
气作业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实行快
立快审快结，及时有效维护劳动者合
法权益。

（全媒体记者 徐侃 通讯员
陈林）

送政策 送服务 送清凉

安庆为高温作业劳动者撑好“防护伞”

本报讯 8月 22日，太湖县徐
桥镇茗南村种植大户何小红的水稻
田里，单季稻长势喜人，一旁的沟
渠内，水哗啦啦地流淌。这一切得
益于该村实施的提灌措施。旱情出
现后，该村第一时间启用3座提灌
站，通过三级提水，将花凉亭灌区
的水送到了稻田里。

与茗南村提灌引水不同，该镇前
进村采取洒水车送水的方式为严重
缺水的田块补水。种田大户孙旺福今

年种植了600多亩水稻，由于田块离
水渠较远，加上持续干旱，使得稻田
开裂、庄稼抽穗迟缓。正当他发愁的
时候，村里给他送来了“及时水”。

7 月下旬以来的持续高温少雨
天气，使徐桥镇3.4万亩农田受旱，
主要涉及水稻、玉米、大豆等农作
物，未发生人畜饮水困难情况。旱
情发生后，该镇迅速应对，成立抗
旱工作队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分片
摸清旱情；统筹协调，每日调度，

及时解决抗旱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充分发挥当家塘作用，根据实际情
况合理安排用水，确保水稻田间保
持一定的水层；购买30余台抗旱水
泵、9000多米线管，对旱情严重的
田块实行重点浇灌；广泛动员大户
开展生产自救，鼓励提水灌溉。

截至目前，该镇已出动人力
200 余人次，投入资金约 10 万元，
开启泵站 12 个，购买延伸管道约
9050米，实现累计提水约778万立
方米、灌溉面积约8300亩。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通讯员
曹勇）

徐桥镇累计调取778万立方米“及时水”

让 8300 亩农田作物“解渴”

本报讯 8月 23日，迎江区长
风乡前江村，种植大户张友宽在该
村党支部的帮助下，搭起围堰、架
起机组，从长江提水灌溉。张友宽
在前江村承包了2600余亩土地种植
水稻，7月以来的持续干旱，让他
的水田遭遇了旱情。“目前 4 台机
组，每天共计提水约2500立方米，
对2600余亩水稻基本实现了有效浇
灌。”张友宽说。

前江村位于长江外护圩——前
江圩内，有水稻田5000余亩。为抗击
旱情，7月中旬起，该村便开始就近
提取江水抗旱。“镇村两级全力以赴，
目前投入各类机械 10余台，实行两
级或三级提水，全力抗旱保苗。”该村
党支部书记朱兴说，目前除了一些零
星的高榜田，全村95%的水稻田实现
了有效浇灌。

与前江村提取江水灌溉不同，紧

邻破罡湖的长风乡将军村则利用湖
水位高于渠水位的优势，引进破罡湖
的水到排灌渠，再通过排灌站抽水抗
旱。“7月下旬起，我村便开始了提水
抗旱。目前全村500亩水稻、1000余
亩旱地全部实现了有效灌溉。”该村
村委会副主任罗兰霞说。

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长
风乡在田作物受旱。为应对旱情，
该乡开启抗旱站 4 座、潜水泵 37

台，全天候开机取水；统一调度、分
片实施、村干带队，从长江、破罡湖等
处取水，清理田间沟渠、清除杂物，铺
设管道，补充农田沟渠用水；对农田
线路进行检查、适时增幅电压，全力
保障抗旱用电。截至目前，该乡累计
投入抗旱人力700余人次，实现抗旱
保苗 7344 亩，有效灌溉在田作物
8000余亩。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长风乡有效灌溉在田作物8000余亩

浇好抗旱保苗水 解决群众忧心事

抗旱进行时

（上接第一版） 依托党建引领综合服
务平台，A级以上信用户通过线上申
请，平台根据信用主体的评定等级进
行实时放款，无抵押、无担保，金融
活水润泽到田间地头。

截至7月底，依托“党建+信用+
金融”的模式，我市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用信达4100余万元。

信用“粘接”场景应用

党建引领信用村 （社区） 建设
中，我市加强信用评价结果综合化运
用，将信用实惠融入百姓日常生活。

8月18日，桐城市嬉子湖镇珠檀村
诚信超市里热闹非凡，超市正在开展集

中兑换活动。村民徐继云通过参加村里
组织的义务劳动被评为A级信用户，她
兑换了一瓶洗发水，乐滋滋地说：“信
用积分还能当钱花，这个好！”

“自7月份对外开放以来，诚信超
市已开展集中兑换活动两次，兑换积
分1560分。”珠檀村村委会委员、诚信
超市党员志愿者藕玉胜告诉记者，诚
信超市的建立，鼓励村民从“知晓”
到主动“参与”，引导广大村民弘扬优
秀乡风，支持村级集体工作，从小事
和细节处入手，实现乡风文明的提升。

在太湖县大石乡棠林村，当地17
名信用户正在瓜蒌基地务工。棠林村
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孙华介
绍，通过信用登记评定，棠林村共有

517户信用户，他们在促进乡村产业发
展、提升乡风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发挥
了示范带头作用。

目前，全市累计开设信用超市150
余家。太湖县积极建设党建书吧、信用
驿站、信用健康小屋等。望江县与帮扶
单位海军安庆医院深度合作，为信用主
体提供优惠体检服务和医疗费用减免优
惠。桐城市“文都e家”公众号将12项
福利清单的内容录入后台，信用户登录
后，即可实现信用场景“一码通城”；
望江县高士镇上线信用消费小程序，在
线认证折扣，打破“人工识别、纸质台
账”的传统模式。

围绕交通出行、就学就医、文旅
消费等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

党建引领信用村（社区）建设结果运
用政策支撑体系不断优化。截至7月
底，安庆市共创建信用一条街 7 条、
信用商圈5个，构建125项民生应用场
景，信用主体在公交出行、图书借
阅、景区观光、驾考汽修以及评先评
优等方面均能享受差异化优惠政策。

党建引领社区共治

桐城市文昌街道西苑社区将社区
划分四个全科网格，建立“1+1+N”网
格信用信息常态采集机制，每个网格
由1名网格长负责，1名专职网格员巡
查反馈，动员楼栋长、物业等N名自
治力量参与，对居民日常良好行为和

不良好行为进行采集。“通过建立健全
‘社区党总支—网格党支部—小区党小
组—（党员）单元长’组织架构，推
动在职党员到社区（小区）报到，参
与基层治理。”西苑社区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乔丽娟说。

9月份开学季即将来临，西苑社区
网格长张润正带领着网格员们在社区
内逐户上门摸排户籍及常住人员信
息。得知社区80多岁的居民方安生住
院、家中只留下老伴一人在家，张润
和网格员们便提供了上门送菜服务，
社区居民为此纷纷为社区周到的服务
点赞。通过党建引领，汇聚社区共治
之能，成为基层治理水平提升的一个
缩影。

通过党建引领信用村（社区）建设，
目前，安庆市将孝敬老人、家庭和睦、邻
里和善、热心公益、移风易俗等“软指
标”进行量化赋分，在文明评议过程中
对照标准，杜绝“人情分”，在引导广大
群众崇德向善、破解“陈规陋习缺约束”
难题方面有了新突破。

据市委组织部负责同志介绍，下
一步，安庆将按照试点提质、纵深推
进的要求，让信用数据的颗粒度更
细、信用账本的饱满度更优、信用评
级的精准度更好、信用价值的实现度
更高，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和基层治
理，着力为全省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
打造“安庆样本”，贡献“安庆经验”。
全媒体记者 徐媛 通讯员 嵇奕华

8月23日，望江县鸦滩镇望河村工人正
在安装自来水管道。

该县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覆盖
10个乡镇120个行政村，建成后，将实施城乡
统筹区域供水，达到同水源、同管网、同水
质、同服务的目标，有效改善城乡供水质量，
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全媒体记者 徐火炬
通讯员 周梦颖 摄

改善城乡供水质量

本报讯 自6月 22日启动夏季
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以来，安庆
铁路公安机关立足辖区治安特点，扎
实开展违法犯罪打击、隐患排查整
治、线路综合治理等重点工作。截至
目前，办理治安案件11起，抓获各类
违法嫌疑人20名。

8月 12日，安庆铁路公安机关积
极组织开展集中清查统一行动，重点
对站区、内部单位、辖区线路等进行
巡查宣防，查处违法活动，清除安全
隐患，确保辖区治安稳定、高铁运行

安全。行动期间发现隐患4处并及时
处置，发放《安全风险预警告知书》2
份。据了解，在动车上吸烟会引发烟
雾报警导致动车自动降速甚至紧急
停车，严重影响列车运行安全。自夏
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开展以
来，安庆铁路公安机关针对在动车上
吸烟等旅客深恶痛绝的治安顽疾，做
到闻警即动、快速反应，及时受理各
类报警求助，震慑不法人员、消除不
良影响，确保旅客出行安全。
（全媒体记者 雷琳琳 通讯员 丁凌伟）

铁路公安积极开展“百日行动”

确保辖区治安稳定高铁运行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