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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新闻

本报讯 近日，桐城市范岗镇杨
安村自筹资金40余万元建设的标准化
村卫生室投入使用，新建成的村卫生室
位置适中、基础设施完善，方便群众就
近就诊，处处都体现了“便民”二字。

杨安村新卫生室启用后，将以多
元化服务提升群众就医体验，专业
医护团队为村民提供全流程医疗服
务，并为慢性病患者建档，同时建立
随访机制。5月9日，新建成的卫生室
首次开展为全村老年人体检活动，
让全村的老人体验了一次温馨服务。
当天一大早，老人们在志愿者的帮助

下完成抽血、量血压等常规健康检查,
志愿者们还为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提供
接送服务。杨安村新建成的村卫生室
还是村民重要的健康宣教场所，宣传
栏里贴有各种通俗易懂的健康小知
识，候诊室里也放置了健康宣传小册
子，村民们可以在这里学到更多的健
康常识和有利于健康的良好生活卫生
习惯。杨安村标准化村卫生室的建成
是乡村医疗服务升级的鲜活缩影。未
来，这里将持续深耕健康服务，为村
民筑牢健康防线，为乡村振兴提供根
本保障。 （通讯员 张会 张翠）

标准化卫生室建设让村民有“医”靠

本报讯 今年 5 月 12 日是第 17
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为提高社会公众
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5月
12日，望江县减灾救灾委组织县应急
管理局、消防救援局、气象局等24家
成员单位共同开展大型防灾减灾宣
传活动。

此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
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为主题，
工作人员通过专题展览、悬挂横幅、
发放科普读物和防灾减灾知识纪念
品，广泛宣传和普及防灾减灾知识，

进一步增强了全民防灾减灾意识和自
救互救能力。活动现场还开展了心肺复
苏急救和火灾处置应急演练等宣传教
育活动。此外，望江县减灾救灾委成员
单位及各乡镇还开展了知识竞赛、科
普讲座、应急救援演练、防震疏散演练
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下一步，望江县将
继续开展各类应急演练和“五进”活动，
进一步提高全民安全意识和安全素质，
营造“人人关注安全、人人重视安全、人
人参与安全”的良好氛围，为平安望江
建设添砖加瓦。 （通讯员 朱震）

开展防灾减灾宣传 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本报讯 5月 12日下午，安庆京
环公司保洁员潘青梅在宜秀大道保
洁时拾到一部手机，她第一时间报告
保洁班班长，班长迅速赶到现场，她
们一起在路旁等候失主。当天下午，
潘青梅等到了前来寻找的失主，手机
终于顺利归还。面对失主的连声感
谢，潘青梅说：“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潘青梅是一名普通的环卫工
人，她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每
天天不亮就开始工作，一丝不苟地

进行地毯式清扫，她的额头上经常
挂满汗珠。遇到车底下、绿化带角落
里的垃圾，她都要仔细地打扫干净，
扫不到的地方就用手扒出来。潘青
梅负责的区域人流量大、垃圾量大，
保洁难度高，但她从来没有怨言，一
直默默地奉献着。遇到重大节点，她
每天凌晨四时就赶到工作路段，拿起
大扫把到边到拐地清扫路面、收集垃
圾及树叶，苦活、累活、脏活总是冲
在最前面，她用实际行动展现了环卫
人的良好风貌。 （通讯员 汪婉）

环卫工人潘青梅平凡岗位展风采

本报讯 去年以来，为有效化解辖
区内各类矛盾风险隐患，维护社会秩序
和谐稳定，望江县鸦滩镇织牢织密“四
张网”，全面提高基层法治建设能力水
平，绘就司法为民新“枫”景。

搭建平台，织密“法律服务网”。鸦
滩镇不断完善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建
设，整合法律咨询、人民调解、法律援
助、律师、心理咨询等资源，采取窗口
化、综合性、“一站式”服务模式，集中受
理解决群众的矛盾纠纷及法律服务事
项。截至目前，该镇共受理法律援助案
件28件，接待来电来访330人次，办理

农民工讨薪法律援助案件13件，为农
民工追回劳动报酬 6 万元，有力维护
了农民工等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

建强队伍，织密“法治保障网”。
鸦滩镇创新“法律顾问+公职律师”服
务机制，聘请 3 名法律工作者、1 名执
业律师为镇村提供法律服务，防范
风险；落实“1 名村（居）法律顾问”+
N 名“法律明白人”机制，联合雷城
律师事务所为辖区 15 个村配备了法
律顾问，培养“法律明白人”154人。该
镇充分发挥法律工作者专业优势和

“法律明白人”的群众优势，满足群众

法律服务需求，助力乡村振兴，优化
法治营商环境。

筑牢阵地，织密“普法宣传网”。
该镇充分利用普法宣传阵地建设，建
成法治文化广场2个，法治长廊、法治
文化墙 12 个，法治农家书屋 15 个；创
建市级“民主法治示范村”10个、省级

“民主法治示范村”1 个。同时，以“八
五”普法工作为主线，结合法治宣传
月、国家安全日、国家宪法日等重要
时间节点，组织“普法强基村村行”

“送法戏剧下乡”等巡回活动80余场，
完善“党群说事”机制建设，形成鸦滩

特色法治文化品牌。
多元发力，织密“依法解纷网”。鸦

滩镇建立调解组织16个，配备调解员
154人，实现了调委会和调解员全覆盖，
2024年度辖区2名调解员被评为县级
优秀人民调解员。该镇整合司法、综治、
信访、法律工作站、心理咨询室等多方
专业调解力量加入镇级“一站式矛调中
心”，汇聚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
调解三方合力，化解群体性、突发性
复杂纠纷 45 起，引导 23 名信访群众
依法依规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

（通讯员 汪思琪 刘斯琪）

织密“四张网”绘就司法为民新“枫”景

近年来，桐城市龙眠街道沿河社区
坚持党建引领，将基层“微驿站”作为社
区治理的创新载体，通过小而精的服务
站点布局，将便民服务、矛盾调解、政策
宣传等功能下沉至居民身边，打通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米”，实现“零距离”服
务，有效提升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

服务送到“家门口”

为更好地服务辖区居民，沿河社区
党委升级党群服务驿站，打造“家门口”
党建服务圈，在金星中央城小区楼内建
立“一站式”党群服务驿站，积极调动党
员、群众、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基层治理
工作，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取得新成效，
共促社会发展。

“一站式”党群服务驿站位于金星
中央城小区正中央，居民到党群服务驿
站不超过10分钟路程，这里开辟了图
书阅览空间、棋牌娱乐室，并配备了饮
用水、卫生间等便民服务设施。驿站定

期开展党员活动，并通过围坐探讨等方
式促进党员群众交流学习，强化党员群
众互动，促进共同进步。驿站让小区的
党员群众也逐渐有了“归属感”。

解决民生“微需求”

沿河社区在小区楼栋、社区广场、
商贸市场等区域设立“微驿站”，形成

“15分钟服务圈”，并整合党群服务中
心、物业闲置用房等资源，实现“一驿
站多功能”。该社区依托“多功能驿站”
组织召开物业、业委会等多方联席会，
商讨和解决小区事务，不仅增进了与
居民间的情感，也提高了基层服务质
量和水平。

沿河社区党委积极打造精品服务
社区，以服务民生、做好群众工作为目
的，全面构建以街道党工委为轴心，以
社区党组织为链条，联动辖区机关、学
校、小微企业等单位充实社区“大党委
力量”，发挥辖区党、团、志愿服务队作

用，整合服务力量，提升服务功能，强化
服务保障。今年以来，沿河社区党委联
动各网格党支部力量解决社区热点难
点堵点问题8个，其中实施小区重建工
作1处、老旧小区改造5处、解决化粪池
堵塞6次、处理小区外墙脱落4起、治理
小区环境10余次。

便民服务“最大化”

沿河社区党委将社区党员“红细胞
行动”与社会治理、便民服务、公共服务、
爱国卫生等工作结合起来，并通过网格
员入户、电话沟通等多渠道摸排居民需
求，充分发挥党员志愿者、退伍军人、
青年志愿者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沿河社区坚持“办公进小区，服
务最大化”原则，建设开放式、亲民
式、便捷式小区服务点。截至目前，该
社区已办理居民退休认证、现场矛盾
协调等服务10余项。为丰富社区文化
活动，该社区在服务驿站设置乒乓球

室、科普阅览室、书法室等活动场所，
累计开展活动30余场次，满足广大社
区居民精神文化需求，将服务送到群众

“家门口”。为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
平，更好地解决居民外出就医不便问
题，沿河社区联合血防站医院、眼科医
院、口腔医院等为辖区居民开展免费科
普义诊、“保护口腔”和“爱眼日”科普
系列活动，受益群体达200余人，切实
提升居民的健康意识和知识水平。

“微驿站”模式通过空间重构、服
务下沉，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响应”
转向“主动贴近”，为构建共建共治共
享的治理格局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路
径。“下一步，龙眠街道将持续立足党
建引领，凝聚网格党支部、业委会、物
业等基层力量，织密‘红色网格’、筑牢

‘红色堡垒’，让‘零距离服务’成为基层
治理的新常态。”龙眠街道党工委组织
委员姜友权说道。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胡丽 汤敏

办公进小区 服务最大化

社区“微驿站” 服务“零距离”

近日，宜秀区罗岭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组织部分青年和巾帼志愿者深入
田间地头，开展了一场“青春志愿行，采
摘助农情”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志
愿者们走进蔬菜大棚等处，帮助当地农
户采摘蔬菜，他们挥洒汗水，用实际行
动诠释着志愿精神。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藕丹 摄

田间地头

“志愿红”

5月11日，望江县高士镇新坝村白芨种植基地内，紫白相间的花朵随风摇曳，
农户们在花丛中除草管护，忙得热火朝天。近年来，高士镇以“党支部+示范户+农
户”模式发展白芨、石斛、丹参、芍药等中药材种植，既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又带动村
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目前全镇中药材种植面积超千亩，年产值达800万元，生态产业
已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通讯员 何应松 吴应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