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太湖县紧扣“防打保”
12条措施要求，筑牢森林“防火墙”，
守护森林资源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强化责任担当，构建防控体系。
县领导带队下沉15个乡镇督导，县直
单位进驻包保村，15个乡镇全员到岗，
落实网格化管理。对重点区域、时段
和人群的巡查力度加大，专业、半专业
森林防灭火队伍前置待命，时刻准备
应对火情；落实响应管理，筑牢监测防
线。启动森林防火三级响应后，该县
林业局、应急局、公安局等部门联合值
守，安排专人通过灾害风险管理平台
24小时监测；落细工作部署，夯实防控
基础。下发《森林防灭火工作》紧急通

知，召开3次专题视频调度会议，完善
应急预案，向各乡镇前置176台灭火
机、172台消防水泵等灭火装备。

同时，强化督查问效，推动工
作落地。该县纪委监委、公安、林业、
应急等部门联合组建3个督查组，每
日对各乡镇、各单位防火工作开展情
况进行明查暗访，推动防火工作规范
开展；强化宣传发动，营造全民氛
围。组织宣传车、宣传员深入村庄、
集镇等地进行不间断巡查宣传。充
分利用县政府网站、公众号、微信
群等宣传森林禁火令和防火知识，
提升群众防火意识。

（通讯员 李少林 洪雪兰）

太湖筑牢森林“防火墙”守护绿色家园

本报讯 宿松县水利局积极践
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治水思路，扎实做好水资
源管理，截至2024年底，全县实现年
用水量1万立方米以上工业和服务业
计划用水管理全覆盖。

该县做细计划，研究制定年度水
资源管理工作计划和节水宣传要点，
确保“取用水管理”与“节水”同频共
振。实施计划用水，完成全县89家自
备水源取用水单位和44家公共管网
用水单位取水计划下达和审批，批准
用水量23484.2846万立方米。

做实监管，深化取水许可电子证
照应用，实现自备水源取水户用水计
划审批、变更、用水总结上报“一网通

办”。将取水口信息纳入水利一张
图，基本建立取水口动态更新机制和
取用水监管机制。开展全县取用水
管理巩固提升行动，新增43处小农饮
工程取水许可证办理，完成300个取
水口信息比对和取水证照关联整治。

做好节水，积极谋划县级节水教
育基地建设项目，强化节水宣传辐射
影响力，营造浓厚的节水氛围。推进
富余水资源进入水权市场，有效解决
了部分企业紧急用水需求。将花凉
亭水库优质水源引至新河水库，作为
城乡供水备用水源。结合城乡供水
一体化建设，实现区域相对集中取
水、互联供水，有效保障供水安全。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通讯员 刘燕）

宿松做足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文章”

本报讯 3月25日晚，迎江区滨
江街道办事处联合迎江区卫健委、迎
江区妇计中心开展“科学备孕 安心
育儿”专场直播活动，通过“云端课
堂+即时互动”的创新形式，以云端互
动突破服务边界，用数据流量提升孕
优服务水平。

迎江区妇计中心的专家围绕“婚
检-孕前-孕期-产后”全流程，通过政
策解读、案例剖析等形式，详细讲解
婚检、产前筛查项目、新生儿出生缺
陷三级预防机制、0-6岁儿童健康管
理规范等专业知识，并针对《出生医
学证明》办理流程等民生关切问题进
行演示回答。在实时互动环节，专家

就观众提出的“高龄产妇注意事项”
“新生儿黄疸家庭护理”“婴儿辅食添
加方法”等20余个高频问题作出专业
解答。活动还通过线上抽奖的形式
为6名观众送上健康体检券。本次直
播累计收获点赞超3万次，有效搭建
起卫健部门与育龄群体间的沟通桥
梁。滨江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生育支持服
务体系建设，通过开设社区妈妈课
堂、开通优生咨询专线等方式，构建
覆盖婚、孕、育全周期的健康服务体
系，助力辖区家庭实现从“怀得上”到

“养得好”的幸福跨越。
（通讯员 桂丽枝）

小小直播间 传递“心”服务

本报讯 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桐城，
有一条因“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
又何妨”的礼让佳话闻名遐迩的小巷——
六尺巷。受到启发，桐城推出“巷子学
法”新模式，深化法治惠民新实践。

构建浸润式普法空间。黛色瓦檐
下，该市城市主巷道与社区巷道联动，
构建层次分明的普法空间体系。在文
渊路、西后街、城市主巷道设置习近平
法治思想、宪法、民法典、青少年保护专

题彩绘墙，社区巷道紧扣“法治即生活”
的理念，围绕高空抛物责任、宠物饲养
规范、相邻权、继承、劳动权益保障等民
生热点的法律解读，组成了“烟火气满
满”的宣传矩阵，将法治宣传融入可触
摸的生活场景。“一巷一法”、可游可学
的法治文化风景线吸引市民游客纷纷
前来，驻足“打卡”。

解码文化IP法治基因。位于老城
区的文城西路，长20余米的红色剪纸

墙十分吸睛。该市聚焦“六尺巷”“裁襟
励子”等本土文化IP，以非遗项目“桐城
剪纸”的艺术形式刻画传统典故，将“桐
城派”家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市
民公约相结合，立体展示“德法相融”治
理理念。传统典故蕴含的“谦和礼让”

“成人之美”“诚实守信”等美德与法治
精神在方寸之间完成一场“时空穿越”。

焕新基层共治生态。该市依托“法
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培育法治“乡贤”，
为居民提供法治宣传、法律咨询、纠纷
调解等服务；“五分钟法治生活圈”覆盖
调解室、法律书屋，实现“巷中人巷中事
巷中解”；村（社区）建立“积分超市”，搭

建法律、金融、购物、出行等十余个“信
用礼遇”应用场景，形成“美德行为—信
用积分—实物服务”闭环转化链……这
种内生治理力量，推动全市矛盾纠纷总
量、万人成讼率大幅降低，矛盾纠纷
调解成功率、满意率达98%以上，桐
城先后获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全国信访工作“三无”县、全
国青少年普法教育示范区、平安中国建
设示范县等殊荣。

寻常巷陌点亮法治之光，依法善
治融入市井烟火，如今，崇法尚礼的
文化基因，正在桐城奏响基层善治的
时代节拍。 （通讯员 邓珊）

“巷子学法”点亮法治之光 依法善治融入市井烟火

本报讯 为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
提升企业群众办事便利度，潜山市数据
资源管理局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改
革目标，通过“内强素质、外优服务”双
向发力，组织多维度业务培训、开展多
渠道政策宣传，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
向“好办、易办、快办”升级。

强基固本，以精准培训打通部门协
作“中梗阻”。针对跨部门联办事项存
在的流程不畅、标准不一等问题，该局
以“三化”培训为抓手，夯实业务基础，
凝聚协同合力。“靶向化”定制课程，梳
理本市已上线的开办运输企业、新生儿

出生、退休、医保报销等27个高频“一
件事”清单，组织交运、卫健等部门业务
骨干，围绕“帮办指引、办理流程、时限
压缩、部门协同”等方面分享成功经验，
开展专题培训。通过解读上级方案文
件，宣传“一件事应知应会”以及申请操
作“情景模拟+案例复盘”的方式，提高
窗口单位政策领悟力和执行力。“实战
化”提升技能，推出上线一件测试一件
机制，针对新上线一件事，要求牵头部
门找到合适对象进行全流程测试，通过
实战化测试提升工作水平，同时找出系
统难点堵点，通过“皖政通”网盘反馈系

统问题。“制度化”巩固成果，开展政务
服务中心和乡镇便民服务中心“互学互
促”行动，通过模拟企业、群众，电话咨
询“一件事”，跟踪培训转化效果。今年
以来，该局已开展2轮“互学互促”，确
保改革举措落地不走样。

问需于民，以立体宣传架起政民沟
通“连心桥”。线上“智慧推送”更精准，
除了安徽省政务服务网统一部署对外
公布一件事办事指南外，该局还通过政
府网站、融媒视频、微信公众号等线上
渠道宣传，提高群众知晓度。线下“沉
浸体验”更暖心，该局通过在政务服务

大厅醒目位置摆放宣传展板、大屏滚动
展播一件事内容、组织相关牵头部门发
放宣传册、营商环境体验员体验监督以
及综合窗口结合办事群众实际情况，有
针对性地宣传新生儿出生等“一件事”，
让群众知晓并及时享受改革红利。

通过培训宣传双轮驱动，“高效办
成一件事”改革成效逐步显现。截至目
前，潜山市已办理退休一件事287件、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572件、开办运输企
业一件事43件、残疾人服务一件事80
件，教师资格认定一件事421件。

（通讯员 王磊）

内强素质外优服务“高效”办成“一件事”

本报讯 “春天孩儿面，说变就
变”这句话在上周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周之内宜城市民轮番体验了“春夏
秋冬”四个季节。周三前，一场轰轰
烈烈的大回暖强势来袭，全市最高气
温普遍突破30℃，不少市民都穿上了
轻薄的夏装。到了周四画风突变，寒
潮大举南下，带来了一场浩浩荡荡的
大降温，气温较上周前期直接打了对
折，周末两天早晨最低气温仅 5~
6℃。天气变化如此任性，衣柜里的
衣服也跟着忙得“不亦乐乎”。

好在寒潮已经接近尾声，昨天雨
水已经“消停”，太阳微微“露脸”，气
温也开始触底反弹。本周我市天气

以晴到多云为主，回温成为大趋势。
3 月和 4 月将在晴好天气中完成交
接，最高气温再次来到“2”字头，中午
前后体感相对温暖，春天的舒适感就
要回来了。

之后还有没有冷空气？这个问
题现在还不得而知，不过春季的第五
个节气——清明即将到来。从目前
的预报来看，清明节三天假期天气还
不错，以多云或晴为主，适宜踏青出
游，大家不妨提前规划出行安排。同
时要注意春捂保暖，建议使用“洋葱
式”穿衣法，热了能脱，冷了能加，轻
松应对多变春日。

（见习记者 唐秀婷）

气温触底反弹 天气晴到多云

本报讯 残疾人事业是“春天的事
业”。记者从全市残联工作会议上了解
到，2024年，市残联紧紧围绕全市残疾
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和残疾人共同富裕
工作主线，兜牢底线，补齐短板，汇聚合
力，圆满完成年度各项工作。

康复工程和民生实事任务完成。
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省定任务
7546人，实际完成10545人，打卡发放
1054.5 万元药费补助资金，完成率为
139.74%。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省定任务
1315 人，实际完成 2442 人，完成率为
185.7%，其中残疾儿童康复训练省定任
务1197人，实际完成2130人，完成率为
177.94%，残疾儿童装配假肢矫形器适
配省定任务64例，实际完成216例，完
成率337.5%，残疾儿童辅具评估适配
54 例 ，实 际 完 成 96 例 ，完 成 率
177.78%。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
本型辅助器具补贴目标任务 1950人，
实际完成2646人，完成率135.69%。残
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任务数649人，实际
完成1045人，完成率161%。残疾人托
养任务数2000人，实际完成3041人，完
成率152%。残疾学生资助任务数240
人 ，实 际 完 成 479 人 ，完 成 率 为
199.6%。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
改造任务数1077户，实际完成1139户，
完成率为105.8%。

社会保障工作扎实有效。将全市
5万多名残疾人或其家庭纳入城乡低
保，实现残疾人最低生活保障“应保

尽保”。5.85万名残疾人享受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贴，7.1万名残疾人享受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提供社区康复服
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率达 90%以
上，重度残疾人、0-16 岁残疾儿童、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一户多残”家庭
中的残疾人、建档立卡困难残疾人签
约服务率达100%。分类实施残疾人教
育救助，开展适龄残疾儿童受教育情
况核查，采取随班就读、送教上门等
形式，实现“零拒绝、全覆盖”，残疾
儿童入学率为98.13%。

就业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开展“职
业重建”“追光行动”“为‘她’赋能”三类
共6期残疾人职业培训项目。开展残
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职业指导
员培训暨技能水平展示活动，以赛代
训、以赛促学。组织“就业援助月”专场

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现场招聘会+直播
带岗方式，吸引20家爱心企业提供500
余个岗位，1.2万人次残疾人参与，100
余人与用人单位现场签约或达成就业
意向。继续实施《安庆市扶持残疾人就
业创业的实施意见》，为1107名残疾人
进行个人创业扶持；开展社会保险补贴
144人；阳光助残就业扶贫基地13个；
阳光大棚等助残设施54个，超比例安
置残疾人就业用人单位奖励270人。

重点工作取得进展。实施0—3岁
听障儿童早期干预全国试点工作，为
32名早期干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家长
培训、亲子同训、家庭环境评估与康复

指导等服务，达到回归普幼融合条件。
承担中国残联全人群听力障碍流行及
康复服务需求与利用状况监测项目试
点工作，高效完成1万余人听力筛查、
近3000人听力诊断和需求问卷、600余
人筛查抽检、100余人诊断抽检及助听
听阈评估等工作。创新开展“复音行
动”，举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集善
助听”捐赠暨安庆市“复音行动”启动仪
式。通过安庆惠耳听力公司实施适配，
先期为537名困难持证听力残疾人适
配助听器749台。

2025年，市残联继续聚焦残疾人
精准康复、教育就业、社保维权等重
点工作，出台《2025年安庆市困难残
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0—16周岁
的六类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全覆盖，实
现应助尽助。对全市困难精神持证残
疾人药费补助做到应补尽补。落实残
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引进 1
家以上辅助器具服务机构，推进部分
辅助器具适配适用医保报销范围。继
续实施“复音行动”计划，实现全市
听力障碍人群助听设备、人工耳蜗全
覆盖。继续巩固残疾人精准康复“安
庆模式”，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
约服务率力争达90%以上。
（全媒体记者 方芳 通讯员 朱琴）

去年残疾人康复工程和民生实事年度任务均超额完成

“数”看安庆“春天的事业”温暖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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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3月25日，在怀宁县金拱镇高湖村5G蓝莓基地，游客在采摘蓝莓。当地
采用全基质无土栽培技术发展蓝莓种植，打造农文旅融合产业、田园综合体
新业态，带动村民就业致富。 通讯员 檀志扬 丁浩浩 摄

3 月 30 日，在岳西县温泉镇桃岭
村，游客在桃园里赏花游玩。

近年来，岳西县充分利用资源优
势，大力发展桃子、葡萄等水果种植，在
做优、做强特色产业的同时，以农促旅、
以旅强农、农旅融合，带动农户增收致
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通讯员 吴均奇 摄

桃花俏

游客来

森 林 防 火 进 行 时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省定任务 1315 人，实际完成 2442
人，完成率为 185.7%。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任务数 649
人，实际完成1045人，完成率161%

将全市5万多名残疾人或其家庭纳入城乡低保，实现残
疾人最低生活保障“应保尽保”。5.85万名残疾人享受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7.1万名残疾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分类实施残疾人教育救助，开展适龄残疾儿童受教育
情况核查，采取随班就读、送教上门等形式，实现“零拒绝、
全覆盖”，残疾儿童入学率为9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