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点 击击 DIANJI

责任编辑：陈强 电话：5325915 E-mail：dbrx5325915@163.com
2023年3月29日 星期三

视 点

自安心托幼暖民心行动实施
以来，岳西县认真落实省、市有
关要求和部署，扎实推进基础工
作 ， 努 力 解 决 婴 幼 儿 “ 托 育
难”、公办幼儿园“入园难”、家
长按时“接娃难”三大难题，尽
最大可能满足人民群众对托育服
务的需求，努力为更多家庭提供
高质量托幼服务，让家长“托”
得放心、暖心、安心。

瞄准“托育难”
有处可托送安心

这些年，岳西县白帽中心幼
儿园，变化非常大——如今，这
所集绿化、美化、童趣化、教育
化于一体的儿童乐园，较好地解
决了山区农村家庭幼儿“入学
难、托幼难”问题。

“现在这么温馨、舒适的学
习和休息场所，宽敞、透亮的活
动场地，卫生、安全的厨卫设
施，得益于学前教育促进民生工
程项目的支持。”3月23日上午，
白帽中心幼儿园园长胡绍琴介绍
说，该园始建于2011年，当初环
境、设施、师资等硬件办学条件
不是太好，但总算填补了全镇没
有一个像样一点幼儿园的空缺。
2020年，在政府、校领导和全体
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利用学前教
育促进工程项目，对全园进行了
改造升级，才有了现在的亮丽，
特别是300平方米的操场由原来
的瓷砖改造成了时下的塑胶，不
但美观，而且给小孩子的安全提
供了保障。

据胡绍琴介绍，该园努力扩
大学位供给，全力做到有就读需
求的幼儿应收尽收，创造条件增
设班级，招聘幼师，做好服务幼
儿入园工作。今年新学期开学，
该幼儿园增加了1个小班，接收
幼儿30人，增加1个“小小班”，
接收2-3岁的幼儿15人，中班新
招收幼儿5名，大班新招收幼儿4
名。同时新增幼师4名，保育员2
名。为了提升托幼服务质量，今
年幼儿园新增了2间独立睡房，1
间多媒体教室，户外新增了一组
大型玩具，睡房和教室都配备了
空调，每班配2名专任老师，1名
保育员。

“还是安心托幼行动的推进
力度大，解决了我们多年来想做
而没有做好的问题，消除了困
惑。”白帽镇中心幼儿园教师徐
兰兰深有感触地说，她在这里
工作的几年时间里，对推进托
育与学前教育有效衔接和协同
发展方面有许多想法，对社会
日益凸显的新生儿教养问题也
有许多感触，她们也曾为此做
出过很多努力，终因效果不佳，
理想难以实现。

在她看来，自从政府高度重
视幼儿托育、学前教育工作，特别
是将安心托幼行动纳入民生工程
实施以来，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得
到了较快发展，小孩子有处可托、
托得安心的问题正在逐步缓解。

实际上，感受这种变化的，不
只是白帽镇中心幼儿园的教师们
——岳西县2022年投资1200万，
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3所，新
增公办幼儿园学位110个，新增普
惠性托位 120个。落实幼儿园延
时服务财政补贴71.37万元，公办

幼儿园生均600元标准补助，公用
经费463.92万元，普惠性民办幼儿
园生均400元标准补助，财政补贴
112.48万元。2023年，规划新建、
迁建、改扩建幼儿园4所，新增公
办幼儿园学位400个，力争年内建
成公办托育机构1所，新增3岁以
下婴幼儿托位220个、其中普惠性
托位45个。

一系列动作，让普惠性幼儿
园覆盖率已达94.59%，更多幼儿
可以就近入园、入托，有效缓解
了群众对于“入园难”“托育
难”等问题的担忧。

直击“接娃难”
延时服务重特色

为了给幼儿家长留出足够的
上班工作时间，解决接送幼儿时
间不对称的困扰，今年，岳西县
精心制定安心托幼行动实施方
案，要求本学期实现有需要的幼
儿延时服务全覆盖，将太极操、
黄梅戏、岳西高腔等融入延时服

务内容，提升延时服务质量。
本学期，该县37所幼儿园，

全部有能力为有需要的幼儿提供
延时服务。截至2月底，全县已
有35所幼儿园、22个幼教点开展
延时服务，9125名幼儿参加延时
服务。各园认真落实该县安心托
幼行动实施方案要求，以提高服
务质量为主线，围绕幼儿安全健
康发展，创新形式载体，开展戏
曲、运动、阅读、美工、音乐、
舞蹈等丰富多彩的延时服务活
动。城关幼儿园的特色太极操，
石关中心幼儿园的室内滑雪体
验，田头中心幼儿园的岳西高
腔，莲云乡苗红幼儿园的非洲
鼓，菖蒲中心幼儿园的啦啦操等
活动让幼儿“延”得开心，家长

“托”得放心。
“以前，我们家大孩子到了上

幼儿园的年纪，虽然上学了，但是
放学早，我们这些做家长的抽不
开身干别的事，有时候太忙了接
孩子晚了，就孩子一个人在那里
孤零零地等着。现在轮到小儿子
上学，放学了可以延长时间，学校
托管，我们也放心，费用也不高。
这样一来，我们的负担减轻不
少。”23日下午，家住巍岭乡杨河
村的幼儿家长施小荣，谈及巍岭
中心幼儿园的延时服务时说道。

“延时服务解决的不仅仅是
家庭的接送烦恼，更重要的是满
足了孩子的学习需求，咱们巍岭
中心幼儿园安心托幼工作不但有
深度，更有温度。我注意到，创
意手工课上，老师们精心准备制
作材料，带领孩子们体验动手创
作的无穷乐趣。绘本阅读与经典
诵读活动，让每个孩子都能得到
训练与提升，‘童语同音’活动
深受孩子们喜爱。一幅幅生动的
画面，让我感受到了孩子们的无
比热情和老师们的真诚用心。课
后延时服务既让孩子开心，也让
家长放心。”巍岭乡杨河村村干
叶丽琼同样对延时服务给予了高
度评价。

巍岭中心幼儿园延时服务实
施以来，既缓解了家长的按时接
送困难，也提升了参与幼儿的综
合素养。而且该园组织老师将孩
子们的作品在宣传栏和家长群里
进行展示，让家长了解孩子们的
学习过程与成果，大力促进了家
园共育水平的提升，赢得了家长
们的一片赞誉。

“辛勤付出，赢得了群众和
有关部门的肯定和赞扬，我们心
里也暖融融的。”提起家长的赞
誉，巍岭中心幼儿园托班教师徐
艳喜形于色。“我们每一个教职
工都以水滴石穿的恒心、护花使
者的爱心、静待花开的耐心，细
心呵护每一个幼儿，陪伴他们，
帮助他们健康快乐成长，让家长
放心。”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殷江林

岳西县持续用力提升安心托幼质量

幼儿“延”得开心 家长“托”得放心

本报讯 连日来，望江县雷阳街道对今年
上报的新增计生奖扶对象开展全员资格审核，
确保计生奖扶对象不漏报、不错报、不多报。

该街道组织入户小组对新增特扶对象进
行逐户核查，按照申报程序，认真审查申请材
料是否齐全、表格填写是否规范、申请人的身
份证、户口簿、结婚证等其他证件是否正确、齐
全，并走访2名以上与申报对象年龄相仿的知
情人进行核实。严格把关，逐一审议，做到“不
错报一人、不漏报一人、不迟报一人”。

该街道为申报对象，实行“一站服务、全程
代理”。所有申报对象均由村社区卫计专干协
助填写申报表，并逐一上门核查、采集信息。
对于外出务工的申报对象由村级卫计专干进
行网络信息采集，做到最大程度方便群众，让
他们足不出户就能及时享受计生惠民政策。

截至目前，已顺利完成171名新增奖扶申
报对象初审工作。 （通讯员 方节应）

雷阳街道：计生惠民得实惠

奖励扶助顺民心

本报讯 近日，宿松县高岭乡各村组在
对沟渠塘的淤泥进行清淤扩容、护坡固堤，
为春耕生产、安全度汛打基础，切实做好春
耕备耕工作。

目前，各村沟渠塘疏通、淤泥清理工作
正在有序开展，预计3月下旬即可完工。“村
里的农田灌溉渠道经过一年多的沉积，里面
布满了砂石淤泥,杂草灌木丛生，经过清淤整
治，可为农田灌溉用水提供有效保障。”村民
段大明说。

高岭乡相关负责人介绍，实施沟渠塘清
淤整治项目，不仅能够解决该片区农业灌溉
的问题，切实保障春耕生产农业用水需求，
还能在汛期承担着引流蓄水的大作用，保证
汛期的安全运行，同时有效清除杂草淤泥等
对改善周边居民生活环境能起到十分积极的
作用。下一步，该乡将结合水利方面工作，
持续做好沟渠塘的管理和维护，促进沟渠塘
治理工作的常态化和长效化。

（通讯员 卢瑞萍）

高岭乡：春耕备耕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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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 27日，阳光明媚，怀宁县
凉亭乡双岭村龙虎山和团门山上，几十名村
民正在开挖好的山沟里施肥。

双岭村地理位置较为偏远，山多地少，
过去因没有产业支撑，村里的劳动力大多外
出打工，不少山场、田块成了撂荒地。“这是
专门为蓝莓苗配置的有机肥，能更好地促进
蓝莓生长。”双岭村党总支书记齐文祥介绍
说，这一片占地 160余亩，以前是荒山，村
里从村民手中流转过来，与县交发公司合作
种植蓝莓，从去年12月份开始开荒、整地、
开沟、起垄、打洞、施肥，到3月份全部栽
种完成，一年可为村里带来收益 5 万元以
上，村民不仅可以在基地务工，每年都还有
山场租金收入。

近年来，双岭村按照“宜工则工、宜林
则林、宜果则果”的工作思路，探索“生态+
现代农业”发展道路，推动绿色转型发展。
先后种植紫薯 100 亩、种植玄参中药材 140
亩、发展稻虾共生100亩等产业，带动更多农
民群众致富，逐渐壮大村集体经济。“我们去
2年实现村级集体经济收入30万元，今年力
争超过50万元。”齐文祥说。

（通讯员 檀志扬 汪雯君）

凉亭乡：兴业富民山村美

本报讯 3月 24日，潜山市检察院检察
官走进余井镇中心学校，以“检爱同行，共
护未来”为主题，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生动
的法治教育课。

“大家知道什么是校园欺凌吗？校园欺凌
的表现有哪些？”“作为中学生，我们应该如
何有效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呢？”在近一个
小时的课程里，检察官结合《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通过法条解读、案例分析、播放视频、
问题互动等形式，为同学们介绍了校园欺凌
的表现、危害和应对措施以及未成年人常见
的犯罪类型，分析了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诈
骗手段，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身边的网络安
全风险，进一步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通讯员 陈竹泉 储冬云）

潜山检察院：普法进校园

守护青春伴成长

本报讯 3月22日，久雨初歇，
天气微冷。在桐城市双港镇民畈
村，种粮大户许斌一早就来到了育
秧田里，掀开薄膜，查看早稻秧苗的
长势，“已经长到了2厘米高，出了
两片叶，再过半个多月就能移栽。”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
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

“开展吨粮田创建”等，释放了主攻
单产、力争多增产的鲜明信号。种
粮已有23年的许斌，经过多年的摸
索实践，不仅探索出“一田多收”的
绿色高效种植模式，还实现了一亩

田产一吨粮。今年他又早早着手早
稻育秧，为保障全年粮食丰收打下
坚实基础。

“这一亩三分田的秧苗，可插
100亩稻田，今年我准备发展200多
亩再生稻，在那边我还有一片秧
田。”今年早春冷空气频频南下，气
温偏低，许斌早在3月5号就开始浸
稻种，今年他依然采用的是小拱棚
育秧，“我从2010年就开始用小拱棚
育秧，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它相较
于工厂化育秧，风险更小，不会烂稻
种，也不会烧苗。”

在浸种30多个小时后，许斌将稻
种放到空调房里催芽，温度调至25℃，
经过3天2夜，稻种破口露白后，再拌
上药剂消毒，就准备下田。秧田里，工
人将泥巴铺满秧盘，再撒上稻种，搭上
拱棚，盖好农膜进行保温保湿。“每年
都有很多人来找我学习小拱棚育秧，
今年已经接待了3拨人。”许斌说。

不远处的田块，许斌早早就翻耕
好了，等4月初，再翻耕一次后，就能
移栽再生稻秧苗。“再生稻，一次种
植，两次收获，亩产能达近2000斤，
增产又增收。”许斌种植的再生稻接

的是安庆一家公司的订单，由公司提
供稻种，并回收稻谷，不愁销路。记
者注意到，田块边还留有水沟，许斌
介绍，这是他用来养鱼和鳖的，早在
2016年，他就开始尝试“稻鱼”“稻鳖”
综合种养，“一水两用，一田多收”，每
年除了能收获两季稻，还能收获鱼和
鳖，每亩田能增收三四千元。

许斌承包有 530 亩田，除了留
着种植再生稻的 270 亩田暂时闲
着，其余田里皆是小麦和油菜。他
种植的小麦亩产700至900斤，晚稻
亩产1300至 1400斤，也能实现一亩

田一吨粮。“因为善钻研，在面积达
万亩的白果圩，许斌种粮的亩产每
年都是最高的。”民畈村党总支书记
许玮说，今年，民畈村将对全村3500
亩农田实施高标准农田改造，着力
改善现有的农业生产模式，形成“田
变大、路成网、渠相通、旱能灌、涝能
排”，实现机械化、规范化、现代化操
作，挖掘现有耕地潜力，主攻粮食单
产，建设更多高产稳产的“吨粮田”，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
员 吴浪）

双港镇：一田多收 亩产吨粮

本报讯 蔬菜行情好、莲藕卖
得俏。近年来，望江县赛口镇着力
推进产业谋划，依托本地资源禀赋，
培育优质农产品，把“农产品”培育
成为“金饭碗”，实现产业的联农带
农作用，持续发挥产业的“造血”“输
血”功能。

蔬菜经济“蔬”写振兴新篇章。
“我上有老，下有小，老人身体还不
好，出门打工也不现实，现在家门口
就有事情做，一下子解决了我的难
题了。”3月7日下午，常年在菜地上

工的脱贫户何宏霞说。
“以前种菜就是家家户户自己

种一点自己吃，还管理不好，总是生
虫烂叶子，现在村里搞了这个蔬菜
基地，请了专家管理，把我们的小块
土地流转过去了，成片的菜地，看着
都有盼头。”村民何宏魁说。

赛口镇九华村位于望江县西北
角与皖河农场交界，安九公路旁，交
通便利，村内为沙质土壤，适宜蔬菜
耕种。通过近几年扶贫资金和衔接
资金的连续有效投入以及引导鼓励

当地创业致富带头人自己投入，截
至目前，共计投入了200余万元建
设了占地500余亩蔬菜基地，常年
种植上海青、萝卜、包心菜、玉米
等。基地通过错峰种植，一年收获
四茬，蔬菜年产量约800万斤，销往
镇内及周边馅料厂以及全国各地的
包子连锁店，带动周边村民就业约
260人次。

“莲藕经济”“莲”通群众致富
路。“村里刚开始说要建莲藕基地的
时候，乡亲们多半还是持怀疑态度

的，觉得做不成，你看，现在不是搞得
挺成功的嘛，家乡的风景美了，最重
要的是，我不用出远门就可以在家门
口挣点生活费，还能照顾一家老小
呢。”3月7日下午，万全村脱贫户檀
春娥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说道。

“荷花开了的时候，这块地方是
真美，接下来，我们会依托莲藕基地
和十里长河，打造一条风景线，吸引
周边乃至外地群众前来打卡观光。”
万全村党总支书记曹满云信心满满
地说。

万全村莲藕基地位于金盆圩，
该圩地势低洼，土壤肥沃，水资源丰
富，是种植莲藕、莲籽的理想场所。
莲藕基地面积高达500亩，经过初
期发展荷花产业，逐渐形成了初夏
赏花、盛夏采莲、秋冬采藕的产业
链。去年，该村莲藕基地共计销售
新鲜莲蓬3000余斤，干莲籽约6000
斤，莲心约60斤，增加村集体经济
收入6万元，带动务工60余人次。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高小平 胡丹丹）

赛口镇：“农产品”育成“金饭碗”

3月23日，岳西县古坊中心幼儿园户外活动。 程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