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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全省制造业企
业“亩均效益领跑者”评选结果公
示，全省12类制造业101家企业光荣
上榜。位于桐城经开区的安徽润藤
电缆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中建材浚
鑫（桐城）科技有限公司、安徽金田
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榜上有名。

“亩均论英雄”改革发端于浙江
省，安徽省随后对标上线了“亩均论
英雄”大数据平台，为全省制造业企
业“亩均效益领跑者”评选工作提供
了数据支撑。近年来，桐城经开区

持续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紧盯
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单位能耗两大
控制指标，进行项目评估；缩减审批
路径，优化审批流程，为区内投资项
目高效有序入场提供便捷；鼓励各
类企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
快转型升级步伐。“亩均论英雄”改
革，把“有限”变成了“有效”，把“低
水平重复建设”变成了“高水平循环
利用”，为“政府有为、市场有效、企
业有利”找到了最佳“契合点”。

（通讯员 黄蔚婷）

桐城：

三家企业上榜省“亩均效益领跑者”

11 月 3 日，在桐城市政务服务大
厅社保业务窗口，该市数据资源管理
局党员干部（挂胸牌者）全程陪同办
事群众办理医保事项，检视办件流
程，查找、整改审批堵点。第二批主
题教育开展以来，桐城各窗口服务单
位纷纷开展“我陪服务对象走流程”
活动，聚焦优化业务流程、提升服务
质量、落实减证便民等关键环节，推
进检视整改，实现“解决一个诉求、破
解一类问题、优化一类服务”的政务
服务提质提效目标。

通讯员 黄婷 摄

陪跑“流程”

除症结

本报讯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桐城各地各部门持续在为民办实事
上下功夫，10项暖民心行动加速落实，50
项民生实事有序推进，“一件事一次办”

“社区服务不打烊”让群众办事更省心省
力，建成“小而美”口袋公园、增设停车
位、老旧小区改造等，让群众生活更便捷
更舒适，主题教育成效日益可触可感。

社区服务不打烊

文昌街道三里社区位于桐城老城
区，居民中“上班族”较多，到社区办事经
常需要请假才能办理。为提升为民服务
效率、方便群众即时办理社会事务，三里
社区率先推行“居委干部错峰错时上班
制”，由12名居委会干部分批次上班，每
人每周工作总时长未变，却实现了为民
服务窗口“天天可办事，全年无休息，质
量不打折”。

为使居委会每名工作人员尽快熟悉

各项业务，三里社区把所有代办事项分
类打包、汇编成册，居委会所有工作人员
参加业务培训，确保人人熟悉各项业务
办理流程。接待办事群众时，工作人员
能够一次性解答咨询或办理业务，实现

“一窗受理、全科服务”。
三里社区的“7×12小时社区服务

不打烊”，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居民的服务
需求，实现了居民办事“不走空、不多
跑”，赢得了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据统
计，从9月4日以来，三里社区在午间休
息、下班后等时段共为群众办理业务110
余件，接待居民咨询260余人次。

儿童圆梦“微心愿”

一本喜欢的课外书、一个漂亮的书
包、看一部有趣的儿童科教影片、一辆实
用的自行车……这些看起来微小的心愿，
却承载着困难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10月28日上午，桐城市举办“微心愿”

集中认领活动，市直工委直属基层党组织
分别认领了66名儿童的“微心愿”，现场为
24名儿童集中发放“微心愿”礼包，为孩
子们送上文具、衣服等“圆梦”物品。

一直以来，桐城市面向困难妇女、儿
童和家庭，通过搭建“微平台”、释放“微
能量”、认领“微心愿”、递送“微服务”，
开展志愿关爱服务活动。据了解，自
2015年桐城发起“微心愿”品牌活动以
来，桐城市妇联依托市镇村妇联组织体
系、网络公益平台和线下集中认领活
动，共帮助8400余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儿
童圆梦“微心愿”，获得了爱心陪伴、心理
疏导等多层次关爱服务，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果。

小区旧貌换新颜

“楼道灯亮了，道路干净了，车子有
地方停了，小区墙壁都整洁了，住在这样
的小区里，我们很舒心呢。”谈起老旧小

区改造，家住龙眠街道沿河社区二建司
职工宿舍区的潘红阿姨连连点赞。

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加速推
进，潘阿姨盼望的楼道有照明、平安有视
频、停车充电有去处等一系列改造项目，
全部建设完工。这个历经30余年风雨
沧桑的老旧小区焕然一新，居民们喜出
望外：“我们没想到的，也改造到位，真挑
不出一点毛病！”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桐城市
住建局突出以学促干，加速推进老旧小
区改造工程。目前，全市16个老旧小区
改造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桐城市
始终将惠民生、促发展作为主题教育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群众满意不满意”
为根本评判标准，推动一个个暖心工
程、一项项惠民举措、一件件民生实事
落地生根，在着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
盼中，让群众真切感受到主题教育带来
的实实在在成效。（通讯员 朱璇）

桐城市以实际成效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给城市提“颜值” 让生活更美好

本报讯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桐城市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关
于主题教育的决策部署，牢牢把握“学思
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
将主题教育与中心工作结合起来，贯通
学深悟透笃行，检视整改、建章立制并
行，推进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多维度“学”，筑牢思想根基。桐
城坚持示范引领，推动县处级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学在先、干在前。建立
专家导学、干部领学、集体研学、个人
自学“四学联动”机制，以“月计划、周
安排、日提醒”方式推动理论学习走深
走实。不断创新学习载体，通过打造

城乡廉洁文化微阵地、“文都暖流”工
程、“林下课堂”，统筹运用桐城红色教
育资源，采取“雏鹰讲堂”“红领课堂”

“微党课”等灵活方式，扩大党员干部的
学习覆盖面。聚焦“三新”组织、流动党
员和离退休干部等重点群体，通过“文
都暖流”行动、依托“暖新桐行”APP开
设“小哥学堂”“文都云课堂”板块等方
式，推动理论学习“精准滴灌”。

全方位“干”，增进民生福祉。立
足桐城实际，把主题教育的发力点与
落脚点放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为民造
福上。成功举办2023世界制造业大会
专业化论坛——安徽·桐城新能源汽

车零部件产业发展论坛，总投资100亿
元的中环20GW高效电池生产制造项
目进展顺利并实现入库纳统，投资10
亿元的深圳荣徽汽车科技（安徽）公司
及投资超百亿元的桐城太阳能新能源
产业基地项目均已开工建设。建立市
级领导调度日制度，把市医院新院区
搬迁列为市委重点解决事项，促成该
院新院区开始试运营。全力推进“十
项暖民心行动”和50项民生实事落地，
全市新增停车泊位734个，新建老年食
堂、助餐点10个，新增就业4236人。

宽领域“改”，推动问题清零。承
接落实第一批主题教育期间确定的

“半拉子工程、形象工程”、统计造假和
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的基层“微腐败”问
题3个专项整治，分别明确牵头市级领
导、牵头部门，制定23项整改举措。聚
焦调研发现的制约发展的重点问题，
逐条逐项分解到 14个牵头单位和20
余个责任单位，采取动态管理、滚动销
号的方式盯住不放、推进整改。坚持
将检视整改同提升机关效能结合，将
相关工作进展列入平时考核，同时明
确各基层党组织的职责和任务，抓当
前检视整改，抓建章立制保长效，确保
问题清零。

（通讯员 程梅 光宇菲）

桐城：

贯通学深悟透笃行 一体推进“查改建”

本报讯 11月2日，中环（桐城）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0GW高效电
池生产制造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
争分夺秒抢工期、赶进度，努力将

“施工图”变成“实景图”。
今年以来，桐城市坚持“项目为

王”，创新工作机制，狠抓责任落实，
加强协调服务，完备要素保障，不断
厚实重点项目这个经济发展的“压
舱石”，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该公司20GW高效电池生产制
造项目是2023世界制造业大会签约
项目。项目总投资超100亿元，分二
期建设，其中一期产能 12GW，计划
于明年6月30日前投产，一期项目
建成后年产值不低于120亿元，年税
收不低于4亿元。

为确保项目建设进度和质量，
桐城经开区用好“企业代办员”制
度，及时研究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
遇到的难点问题。在日常走访中，
派驻项目的代办员了解到：该项目
由于缺少弃土场，阻碍了施工进
度。为解决这一问题，桐城经开区
等部门及时响应、靠前服务，集中力
量协调办理，最终为中环（桐城）项

目指定了一处临时弃土场。据悉，
桐城经济开发区对所有在建的36个
重大项目都成立了包保服务小组，
同时建立代办服务员制度，对项目
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协调、
及时解决，力促项目早开工、早投
产、早见效。

近年来，桐城市不断优化营商
环境，推深做实“内搭平台、外联老
乡”招商路径，引入“节点工作法”，
全面协调解决项目落地及建设过程
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实行每周项目
调度、不定期现场办公、上门帮办代
办等服务措施，各个职能部门积极
参与项目建设的每一个环节，提供
零距离、“保姆式”服务，助力项目

“加速跑”。
数据显示，今年 1至 9月份，桐

城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02.49亿元，
占年度目标任务的 107.9%，超时序
进度32.9个百分点。全年60个计划
开工项目，已开工 52 个，开工率
86.67%，其中，第一批85个省级重点
项目累计完成投资93.46亿元，占年
度目标任务的 98.4%，超时序进度
23.4个百分点。 （通讯员 汪立）

桐城：

创新机制优服务 重点项目“加速跑”

本报讯 金秋时节，桐城市青
草镇永庆村的坡地上，一垄垄红薯
地被挖开，滚出一串串粉红饱满的
红薯，又香又甜的薯香扑面而来。
村民忙着剪藤、去土、分拣、装车、起
运，享受丰收的甜蜜。

永庆村农校组村民章国鹏看着
满地的红薯，非常高兴地说：“今年
雨水较适宜，红薯收成也好。我种
了6亩红薯，估计亩产1500斤左右，
打算全部制成红薯粉。按目前红薯
产量计算，我家能产红薯粉1800斤，
1斤红薯粉能卖10元钱，不愁销路。
真没想到，一亩红薯地收益大概
3000元，红薯也能成为致富果。明
年，我还要多种点！”

近年来，青草镇因地制宜，使用
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挖掘当地“双塘
粉丝”加工老工艺，建成大型红薯加

工基地，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
模式，实行订单种植，带动周边村民
利用丘岗坡地种植红薯。

“红薯易种植、好管理、产量高、
旱涝保收，有订单加持，销路稳定，
收入稳定，村民都愿意种了。我们
村24个村民组，一共种了300多亩
红薯，有效带动了农户增收致富。”
永庆村党总支书记葛国柱说道。

建立在精深加工基础上的“一
村一品”，才能行稳致远。近年来，
青草镇发挥地域资源优势，坚持优
化农业种植结构、发展农产品精深
加工“两手抓”，做好“土特产”文章，
有效提升了农产品的价值链。随着
红薯订单种植面积的扩大，昔日毫
不起眼的小红薯，已成为当地农民
增收致富的“金疙瘩”。

（通讯员 程慧 黄健生）

青草镇：

小红薯变致富“金疙瘩”
本报讯 眼下正是秋收秋种的大

忙时节，在桐城市双港镇这片丰沃的田
野上，农民们正抢抓农时，接茬推进秋
收秋种，处处呈现一派好“丰”光。11
月3日，双港镇妇联组织巾帼志愿者开
展“拾穗”“助农”志愿服务活动，倡勤
俭、保丰收，办好为民实事。

在机收结束的稻田里，小朋友化身
“小农夫”，在巾帼志愿者的陪伴下，拿
着收纳袋，沿着收割机走过的轨迹，在
碾碎的稻秆中搜寻、捡拾收割机遗落的
稻穗。巾帼志愿者还向孩子们讲述水
稻的“一生”，让他们理解“粒粒皆辛苦”
的含义。“以后，我不会再浪费一粒米饭
了……”小朋友豪豪看着手里金黄色沉
甸甸的稻穗，脸上掩饰不住激动、喜悦。

“现在的娃娃很难体会到劳动的艰
辛与秋收的快乐，我们妇联组织这样的
农事体验活动，就是想让孩子们从小养

成热爱劳动、珍惜粮食的习惯。”长枫村
党支部书记、村妇联主席杨金雨说道。

“最近都在忙秋收，部分农户家中
缺乏劳动力，导致秋粮收割不及时，我
们根据村里实际情况，帮忙联系农机
手，组织力量帮助缺劳力户抢收抢种。”
徐杉村妇联主席王秀芬说道。

为方便村民晾晒秋粮，该村妇联组
织巾帼志愿者提前清理晾晒场；每日早
晚，党员干部、巾帼志愿者不约而同来
到留守老人家中，帮他们运送、铺晒、收
装秋粮。此外，村里的大喇叭适时播报
天气预报、储粮常识、秋播农技等，助力
秋收秋种。

下一步，双港镇妇联将持续开展各
类志愿服务活动，送政策入户，送服务到
家，助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当好群
众的“贴心人”，用勤劳的双手共建“美
好双港”。 （通讯员 梁淑）

双港镇：

“志愿红”助力“秋收黄”

近日，桐城市薄壳山核桃种植试点村的林业大户在孔城镇南口村高新组现场
学习核桃栽种技术，加快“摇钱树”工程落地，为群众带去“长远利”，为乡村增添“生
态美”。桐城市今年整合乡村振兴衔接资金1200万元，在29个试点村整村推进“摇
钱树”工程，扩种薄壳山核桃8000多亩，拓宽乡村振兴路。通讯员 吴春富 摄

本报讯 “哒哒哒……”11 月 3
日上午，桐城市军雅服饰有限公司合
城村车间像往常一样，传出阵阵清脆
而有节奏的缝纫机声。进去一看，宽
敞的车间里，十几位村民聚精会神地
忙着各自手里的活儿，有的裁剪，有
的缝纫、有的钉扣子……为北京与杭
州的客商赶制羊绒大衣。

“这是我们村引进的服装厂制
衣车间。企业负责人叫储小兵。他
是回乡创业的企业家。”据新渡镇合
城村党总支书记柏杰成介绍，今年
50岁的储小兵是新渡镇云水村人。
1989年初中毕业后，储小兵便进入
商海打拼，2002年进入制衣行业，开
始自主创业。

“乡村有大量富余劳动力，回乡
办厂能带动周边村民就业致富，能
快速提高产能，对企业发展有利，也
能为家乡的发展作点贡献。”不忘报
效桑梓的储小兵于2018年投资200
多万元，回乡创办了桐城市军雅服
饰有限公司。靠着超越常人的市场
洞察力和强大的产品竞争力，该公
司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推广
上不断超越，保持着稳健的发展势
头。该公司现有工人57人，其中脱

贫户4人，人均月工资3000元。
2022年，储小兵有了“再创办一

个车间”的想法。彼时，随着乡村振
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合城村招商引
智、振兴乡村产业的愿望日益迫
切。“了解到储小兵的想法后，我们
第一个接洽，积极帮助他办理各种
手续，协调合城村的闲置校舍，改建
生产车间，让企业能够尽快正常生
产。”柏杰成说。

今年6月，储小兵再投资60万
元，将原合城小学350平方米的闲置
校舍装修一新，添置生产设备。新
制衣车间现已正式投产，预计合城
村村集体收入每年可增加5万元。

“我在这上班3年了，现在每个月
工资三四千元。厂里有食堂，待遇比
较好。我步行上下班也只需要10分
钟，照看家中老小、务工增收两不耽
误。家门口就业，非常适合我哟！”云
水村58岁的脱贫户汪韶英满意地说。

提及未来的发展，储小兵信心
满满地说：“我的规划是，争取在家
乡还办两三个分厂，释放更多产能，
让更多父老乡亲在家门口实现稳定
就业、稳定增收，献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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