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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新闻

家门口的就业岗位，餐桌上的美
味徽菜，乡村里的老年食堂……在太
湖，事关民生福祉的民生实事措施正
全面融入百姓生活。近年来，太湖县
聚焦民生关切，一件件可触可感的民
生实事，让广大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
生活的质量和温度，将幸福送入“千
家万户”。

自2022年 5月省委、省政府部署
实施10项民生实事行动以来，太湖县
紧扣群众需求，做好创新文章，多措并
举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在去
年全市民生实事行动考核中，民生实
事行动群众知晓率、满意度在全市县
市区综合排名第三。

三公里圈出就业半径

夜色降临，太湖县城华灯初上，人
潮涌动，“人才夜市”上聚人气、接地气
的场景，更为宜业宜居的太美太湖，增
添了发展的希望与朝气。企业“摆摊
亮岗”，求职者“毛遂自荐”，青年才俊
与求贤企业们在畅游夜市中实现一场

“两情相悦”的双向奔赴。
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自

民生实事行动以来，太湖县开发“三公
里就业圈”服务平台，覆盖全县各村
居，扩大就近就业的岗位供给，让居民
足不出户就能实现高质量就业。该县
落实就业指导、技能培训等帮扶措施，
营造良好就业氛围。全县6个社区达
到“三公里”充分就业社区标准，举办
招聘会 91 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
2870人，新增技能人才1500人。

“新徽菜名徽厨”行动的有效落
地，是太湖县促就业、保民生的有力见
证。掂锅、掌勺、翻炒、出锅……一份
份佳肴在厨师们“炉火纯青”的操作中
闪亮登场。生条火锅、金汤山芋粉、花
亭湖有机鳙鱼汤，一道道美食在独特
的乡土风味中传播着饮食文化。作为
10项民生实事行动中最让人“有滋有
味”的一项内容，该县以民生实事行动

为主线、以美食评选为载体，充分挖掘
本地特色美食菜肴和美食文化，提升
餐饮行业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促进
餐饮产业发展。

“通过这些活动，提升了厨师的技
能水平，促进了餐饮企业美食文化传
播，让我们开阔了视野、提升了营销能
力，为企业以后拓展升级增强了自信
心。”太湖县内某酒店副总兼行政总厨
毕盛先后参与了太湖人社局组织的

“新徽菜名徽厨”美食评选、技能比赛、
新徽商特训营等一系列活动，在比赛
和培训中，他不仅对徽菜创新和餐饮
创业有了更深的认识，更体会到徽菜
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发展前景。

徽菜承载着安徽人对家乡的深
情，记录着人们舌尖上的记忆。太湖
县新徽菜名徽厨行动，培养出一批具
有代表性的餐饮企业、特色菜品和优
秀烹饪人才，也促进了绿色安全、营养
美味的健康饮食消费理念的传播。太
湖县申报徽菜专项职业能力标准1项，
开展徽菜师傅技能培训161人次，完成
率102%；新增徽菜师傅132人，完成率
111%；新增徽菜连锁企业1家，新增徽
菜餐饮连锁店3家，完成率100%。

“新徽菜名徽厨民生实事行动聚
焦技能水平提升，促进餐饮产业发展，
将太湖‘新徽菜’打造成为安徽美食文
化特色‘名片’之一。2024年我们将进
一步抓好徽菜师傅技能培训，做好徽
菜餐饮从业人员就业创业服务，推进
太湖本地徽菜文化品牌培育推广，增
强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使民
生实事工作更贴心、更暖心。”太湖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股负
责人姚刘娟说。

“徽厨”烹饪出绵延悠长的家乡风
味，“家政”则守护着千万家庭的美好
生活。太湖县积极推动推进家政行业
提质扩容，对新增家政人员进行职业
道德和及技能水平的培训提升，2023
年，新增从业人员 713 人，完成率达
102%；培训家政从业人员4111人次，完

成率达 106%。全县通过培育市场主
体，推出创新服务等有效措施，提升从
业者劳动技能的同时，也让雇主安心、
省心、贴心。

一老一小协奏幸福之曲

幸福的“味道”在老百姓心间荡
漾，一件件民生实事勾画了太湖温暖
幸福的画卷：一老一小，皆是牵连。托
举老少幸福，减轻家庭负担，是与人民
群众最息息相关的民生大事。

冬季寒冷，但新仓镇塔山村石岭
组老年助餐点却暖意融融。午饭时
间，老人们围着热腾腾的火锅，一边
品尝着丰富多样的菜品，一边分享着
自己的生活趣事，愉快欢快的气氛充
盈着整个食堂。老人们笑着说道，

“这里只要16块钱就可以满足一日三
餐的需求，而且菜食新鲜，荤素搭
配，菜品每天的花样也很多，非常喜
欢过来吃饭。”

老年助餐，把“食”事办到老年
人的心坎上，暖心守护老人家的幸福

“食”光。自2022年以来，太湖县共
建老年食堂（助餐点）67个，其中农
村50个，城市 17个。该县在城市社
区打造“10分钟就餐服务圈”，在农
村优先在低收入、独居、留守老人
多、居住比较集中的行政村或自然村
布点，就近解决老年人吃饭不便问
题。食堂承载着烟火气儿，饭菜饱含
着人情味儿，太湖县以大力度、实举
措的行动，让老人们收获到更直接、
更实在的幸福感。

吃得好，保障了老人的基本生活；
学得好，则满足了老人的精神需求。

“老有所学”行动，让老人们感受“夕阳
无限好”的充实。2023年，全县参与学
习教育的老年人达到2.4万人左右。

“助老”安心，“托幼”亦放心。随
着二孩或三孩的出生比例不断增加，
双职工家庭“无人带娃”、祖辈照料“有
心无力”等问题越来越成为群众“牵肠

挂肚”的民生大事。该县积极落实“安
心托幼”的行动，免除年轻父母的后顾
之忧，2023 年，全县新增托位任务数
300个，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90个，新
建成一家县级公立医院，新认定3个普
惠性托育服务机构，极大地解决了婴
幼儿“托育难”，公办园“入园难”、家长
按时“按娃难”等问题。

便民实事提升生活品质

温暖系人心，枝叶总关情，小细节
里藏着大民生。“以前菜市场很脏很
乱，现在好多了，每天都有人打扫，卫
生干净，还有公平秤，让人放心。”临近
春节，太湖县的居民们发现菜市场有
了新变化。菜市场由“乱”到“治”的转
变，是太湖县民生实事行动落到实处
的生动实践。

为切实推进民生实事行动，太湖
县精准对接市民需求，从文明菜市、健
康口腔、便民停车等方面入手，以改善
民生为导向，不断提升城市生活品
质。该县完成3家菜市场的改造提升；
完成维修、升级、改造健身点40个；累
计新增城市停车泊位1680个；实施第
一恒磨牙窝沟封闭项目的6-9岁儿童
4801人。一串串数字彰显了民生实事
行动的显著成效，绘就了惠民便民的
幸福底色。

在太湖，一次次口腔健康知识科
普，筑牢口腔健康的安全屏障；一条
条健身步道环城铺展，营造全民运动
的热烈氛围；一个个停车场规范设
立，成全群众出行的便捷舒心，一座
座菜市场文明创建，留住百姓生活的
人间烟火。

柴米油盐皆滋味，万家灯火心相
连。太湖县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勤劳与智慧
为笔，润温暖与关怀之墨，描绘美好亮
丽的民生画卷，让熙湖大地上处处洋
溢欢声笑语，让人们心间时时绽放幸
福之花。 通讯员 王璇 徐虹

衣食住行惠民生 一枝一叶总关情

民生实事让广大群众绽放幸福之花
新闻广角新闻广角

本报讯 太湖县充分发挥砂石资
源禀赋优势，不断探索科学管理方法，
统筹做好砂石资源保护利用与合理开
发，全县砂石管理工作走上健康、可持
续发展之路，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入了强劲动能。

冬日，在牛镇、弥陀山区，砂石管
理站的工作人员顾不上寒风凛冽、冰
雪路滑，一次又一次赶赴河湖边。原
来，为了防止有人盗采砂石，他们需要
不分昼夜，数次往返展开稽查巡查。
遇到非法采砂嫌疑人，便会在亮明身
份后带至询问室详细询问。

询问室的隔壁是三间简陋的职工
宿舍，宿舍里摆着一张小小的床和一
方窄窄的桌子。值班期间，除了工作
他们的所有生活起居都在这间小屋子
里，24小时全天候值班，“以站为家”他
们早已习以为常，而这样的“家”全县
共有四个，他们守在这里，也是为了守
住美丽河湖和砂石资源。

太湖砂石管理稽查大队下设晋
熙、牛镇、弥陀、机动四个中队，坚持24

小时对全县涉沙重点河段、重点区域
采取流动巡察、定点蹲守、错时出击、
布建耳目，各中队交叉交互等手段，开
展常态化稽查巡察。

巡察之余，队员们会主动走访周
边村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他们讲
述非法采砂的典型案例，鼓励他们主
动提供非法采砂的行为线索。村民保
护砂石资源意识不断强化，他们也成
了监督违法采砂的“重要力量”。同
时，太湖县设置涉砂举报受理电话，通
过各网络媒体平台对外公布，安排专
人负责接听、登记，并第一时间通知所
属中队赶往现场核实，对查处的现场、
车辆固定证据，及时依法依规移交相
关职能部门处理。截至2023年末，全
县共受理涉砂举报146起，收缴、清理
非法囤砂500余方，封堵、拆除下河盗
采道路38条，扣押涉嫌盗采车辆53台
次，移送涉砂案件线索28起。

“请出示运输凭证！”每当一辆载
满河砂的货车路过时，管理站工作人
员就会上前将其拦下，并要求过磅称

重，认真检查核对运输证上的时间、地
点、重量，确认无误才允许通行。这么
做，是要将非法盗沙、运沙等违法行为
遏制在“路上”。为了更有效保障砂石
资源安全，太湖县重拳出击、深化整
治，由公安部门成立专班，对涉砂盗采
案件进行深挖彻查。2023年共立案侦
查非法采矿案30起，立案侦查涉砂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案48起，已侦查终结
移送起诉71人。对砂石稽查中查获的
无牌无证、达到时限无人认领的89辆
电动车和14台非法改装越野车辆依法
依规进行公开销毁处置，全县砂石盗
采现象得到根本遏制。

“加强与属地乡镇对接和各职能
部门的联动，采取人防、物防、技防等
多种手段，做到信息共享、有的放矢、
形成合力、多措并举、快速反应、齐抓
共管、精准打击，全县砂石管理秩序进
一步好转。”太湖县砂石管理稽查大队
队长陈元璋说道。

当执勤人员为预防、打击盗砂而
积极行动的时候，县交通投资有限公

司广汇砂石分公司也发挥着重要作
用。太湖县统筹谋划，推深砂石体制
改革，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投资、统一
开采、统一定价、统一经营、统一管理”
的六统一模式，成立太湖县交通投资
有限公司广汇砂石分公司，负责依法
依规对全县区域内的砂石资源进行统
一开采经营。公司根据市场需求量，
合理布局，分片分时逐河进行开采、清
障，统一进行分选、加工、生产合格产
品供应市场，既促进河砂合理利用，又
确保岸绿水清、河畅堤固。创新的管
理模式和运作方式，实现砂石经营与
管理分离，为统筹做好砂石资源保护
与合理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

“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改、供、
护、管、治的工作思路，推深做实砂石
管理体制改革，持续做好砂石资源管
护与利用，不断巩固砂石加工企业整
改成果，确保全县涉砂管理规范有
序，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
砂石力量。”县砂石管理总站站长何
志强表示。 （通讯员 徐虹 王璇）

“六统一”统筹做好砂石资源保护

本报讯 深冬时节，在太湖县
徐桥镇桃铺村，现代农业科技产业
园温室大棚薄膜已完成安装，现代
化立体式肉鸡养殖大棚已完成基
础浇筑，正在紧张施工中。该镇桥
东村道路硬化、绿化种植、休闲广
场建设也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徐桥镇从自身产业发展的阶
段、定位出发，找准中央彩票公
益金项目与地区乡村振兴的契合
点，依托中央彩票公益金建设绿
色种养循环提升改造项目、桥东
路沿线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和桃铺
村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项目，总
投资1450万元，以绿色种养科技
示范区为定位，为乡村振兴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

绿色种养循环提升改造项目
总建筑面积11760平方米的新一代
双层立体养殖大棚主体已基本完
工。该项目总投资700万元，通过
建设现代化立体式肉鸡养殖大棚，
以联农带农模式，带动更多帮扶户
参与养殖产业发展，实现企业、村
集体、农户三方共赢。项目建成
后，将采取整体托管给企业经营的
模式，进一步巩固研发、养殖、加
工、销售全产业链条，为区域肉鸡
产业发展提质增效。“肉鸡养殖大
棚建成后预计年出栏27万羽，能直

接为村集体带来增收30余万元，同
时带动农户务工增收。”桃铺村主
要负责人说。

以科技兴农为目标，徐桥镇制
定《太湖县徐桥镇农业高质量发展
规划（2023—2030）》。该镇因势利
导，通过实施桃铺村现代农业科技
产业园项目，持续深化与安徽省农
科院等重点科研单位合作，投资
300万元新建16800平方米钢构恒
温棚及自动化系统，推进农业科技
成果项目就地转化，为农业高质量
发展进一步明晰方向。

以镇村融合为目标，推动城乡
联动发展。桥东村2023年被选定
为太湖县申创全国主要粮食作物
全程机械化示范县的核心示范区，
同时按照《太湖县徐桥镇农业高质
量发展规划》产业发展布局，该
村还位于徐桥镇优质粮油生产区
和稻虾综合种养示范片，并紧邻
徐桥镇绿色食品加工集聚区。为
更好推动该片产业发展，徐桥镇
依托“中彩”资金，围绕绿化亮化、
河塘清淤、垃圾回收、公益设施等
内容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构建一条
宜业宜居宜游的产业通道，推动镇
村深度融合发展，着力打造农业高
质高效、农民宜居宜业的乡村振兴
样板。”（通讯员 刘辉 王喆）

镇村联动兴业富民

本报讯 太湖县大力实施“工
业强县”战略，着力推动“智改数
转”步伐，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助力
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3年，太湖县新增省大数据
企业3家、省数字化车间2家，评价
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96家，新增战
新、高新企业18家；新增创新型中
小企业26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7
家，新增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3家，累计达7家；新增省级工业
设计中心3家、省级技术创新示范
企业1家。全县科技创新指数增长
达38.4%。同时，该县集友股份信

息系统覆盖全产业链入选制造业
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功能膜产业
创新发展入选全省科技创新典型
案例；人和节能“5G+数字化车间”
入选全省“5G+工业互联网”创新应
用名单；泓冠光电获评省级专精特
新冠军企业。金张科技、富印新材
料与皖维集团共建省先进功能膜
产业创新研究院，成功举办功能
膜产业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峰会，
其功能膜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成为
全市唯一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
集群，“中国膜都”的“国字号”名片
越擦越亮。 （通讯员 刘辉）

科技创新赋能“工业强县”

本 报 讯 太 湖 县 坚 持 立 足
“农业大县”向“农业强县”的不
断跨越，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成功入选国家农业绿色发展
先行区创建名单。

2023年，太湖县新改建高标
准农田 2.5 万亩，新增耕地 900
亩，建成育秧中心、粮食烘干中
心、综合农事服务中心9个。该县
建成万亩连片稻油生产机械化综
合示范基地2个，主要农作物综合
机械化率达85%，获评全国“平

安农机”示范县。茶叶、六白
猪、小黄牛产业振兴工程加快实
施，畜牧业总产值超过 30 亿元，
绿色食品全产业链总产值126.2亿
元、增长9.8%，农产品加工业总
产值81.1亿元、增长8.7%。全县新
增“三品一标”47个、国家农民
合作社示范社2家、省级示范家庭
农场 11家。小黄花鸡入选省“皖
美农品”区域公用品牌，花亭湖
鳙鱼荣获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
会金奖。 （通讯员 刘辉）

绿色先行助推农业强县

“两会”期间，太湖县图书馆在会
场设置信息服务点，开展全过程服
务，提供精准化、专业性文献和信息
支持，为“两会”代表委员建言献策、
高效履职贡献图书“智库”力量。

太湖县“两会”现场，摆放了上百
册反映太湖县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
内容的纸质地方文献、《复兴文库》系
列丛书等，以及涵盖了图书、期刊、视
频、有声读物等 3000 多种电子资源，
以满足来自不同领域代表委员的信
息需求。同时，服务人员还为代表委
员现场办理图书借阅卡。

通讯员 刘辉 摄

翰墨润“两会”
书香伴履职

本报讯 太湖县积极挖掘资
料，对花梆舞进行艺术化的加工与
打磨，使这一非遗民俗舞蹈多次走
上国家、省、市的舞台，焕发出新的
光彩。

花梆舞是太湖县的民俗舞蹈，
起源于18世纪。2008年，花梆舞被
纳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为传承和保护好花梆舞等一批非
遗文化资源，该县通过设立专项资
金、搭建文化平台、培育非遗传承

人等一系列措施，让这些非遗文化
项目得以薪火相传、焕发活力。截
至2023年底，该县已在 15个乡镇
培养了 2000 余名花梆舞业余演
员。经过一代代人的不断挖掘，现
在的花梆舞按情节需要，对节目进
行创新编排，风格粗犷、奔放，地方
特色浓厚，表现了太湖山区人民与
自然抗争不屈的性格，对生活的执
着追求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通讯员 吴阳金）

花梆舞焕发新光彩

本报讯 “春季雨水多，需
尽早清沟理墒，健全沟系，及时
疏通……”近日，太湖县城西乡
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农技推广
研究员章国庆到树林村胜昔畈600
亩油菜种植示范片查看苗情，并叮
嘱种植大户刘旺和采取措施，防止
低温雨雪天气对油菜造成冻害。

“得益于农技专家的建议，
2023年利用冬闲田种了120油菜，
平均每亩增收235元，再加上水稻

亩增收 120多元，年纯增收近6万
元。”谈起2023年的情况，刘旺和喜
形于色。好收益提高了刘旺和的
种粮积极性，今年他又种了120亩
油菜和100亩小麦。“技人员包村联
户精准指导田间管理、病虫害防
治，今年全县午季作物面积大幅度
提高，油菜种植17.05万亩，小麦种
植7万亩，同比增长一成多。”县种
植业服务中心农业专家叶永明说。

（通讯员 李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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