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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村里的蚕桑合作社上班，
每天早上骑车5分钟就到了，家门口上
班，赚钱顾家两不误。”8月22日，金安
区椿树镇棚岗村脱贫户徐 文边采摘
桑叶边和记者说道。

棚 岗 村 位 于 椿树镇 东 南 部 ，村 域
6 . 5平方公里，辖 1 7个村民组，与合肥
市肥西县接界，省道 4 4 0 和建设中的
合六南通道穿村而过，交通便捷，是椿
树镇规划的工业园区，村内现有顺丰
建材厂、博微长安公司等多家企业。

和 徐 文 一 样 ，如 今 棚 岗 村 越 来
越多的村民收拾起外出务工的行囊，
在家门口干活，幸福指数与日俱增。

近年来，棚岗村坚持“村级主体、
市场主导 ，抓 住 优势、因 地制宜 ”原
则，采取多种途径挖掘本村潜在资源

优势，不断巩固和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 ,让群众搭上“致富顺风车”。

为 了 进 一 步 壮 大 村 级 集 体 经 济 ，
棚岗村近年来千方百计盘活村级闲置
资源，创办领办实体企业，让闲置资源

“动”起来、“活”起来，取得资源开发
收益。2 0 2 0年棚岗村集体经济收入资
源盘活类4 . 0 7万元，其中加工厂租金
0 . 0 7 万元，老村部租金两万元，红岭
坝水库租金两万元。红岭坝水库已种
植2 0多亩桑苗，计划发展集果桑采摘
与垂钓一体的乡村旅游产业，村还流
转了位于S329和S400中间的32亩土
地，计划依靠便利的交通条件大力发
展物流业。

与 此 同时，棚 岗 村 积 极 探 索 村 集
体经济发展新路径，由单一“输血”向

多元“造血”转变，努力实现集体和村
民的“双增收”。在棚岗村，现有 2 6 个
养鸡大棚及相关附属设施，流转土地
面积达40亩，总投资约580万元，年出
栏 1 0万只鸡，202 1年预计年收入约30

万元。
该 村 计 划 下 一 步 引 入种鸡 养殖、

孵化鸡苗、土鸡养殖和肉鸡深加工等，
采用公司 +农户模式带动农户发展和
农 户 就 业 ；全 村 蚕 桑 总种植面 积 4 1 0

亩，栽种蚕桑树苗32万余株，20 2 1年 1

月流转本村 4 0 亩土地，总投资约 2 1 5

万元，建成了8000多平方米的蚕桑大
棚及相关附属设施等，包括蚕种孵化
保育室 1 5间，两个钢构蚕桑烘烤大棚，
1 1 个蚕桑养殖大棚，预计今年收入可
达 4 0 余 万 元 ，蚕 桑 烘 烤 站 投 入使用

后，将形成种植、收购、烘干、加工、包
装、销售一体化产业链。

“在村级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也
注重释放发展红利。”棚岗村有关负责
同志告诉记者，近年来村级集体经济
的收益实行“ 两 次 增收、两 轮 分 红 ”。

“两次增收”，一次是流转土地的村民
租金收入，棚岗村流转的土地平均每
亩 2 6 0元，近 4 9 0余亩，涉及 7 7户 1 8 9

人，人均增收 1 0 0 0 元；一次是吸引脱
贫户及弱势群体就近就业增收，实体
产业目前已吸引 4 3人就业，其中脱贫
户 3 1 人 ，人 均 增收 5 0 0 0 元 。“ 两 轮 分
红”，一轮是针对土地流转涉及的村民
组农户实行优先分红；一轮是对全村
合作社成员进行分红，共享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红利。

让群众搭上“致富顺风车”
——— 金安区椿树镇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侧记

本报记者 谢菊莲

本报讯（记者 张静）8月25日上午，全市交通运输重点工作调度会
召开。副市长孙学龙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市交通局通报了全市交通运输重点工作目前推进情况、存在问
题及下一步工作建议。孙学龙在听取汇报后，就各县区、相关部门如何推
进涉及交通运输经济指标、全市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公路项目建设、“四
好农村路”建设、水运重点项目建设、交通强国和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
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治超工作等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提出了具体工作要
求。

孙学龙要求，各县区、相关部门要明确职责任务，深刻认识抓好交通
运输重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主动作为，倒排时间节点，狠抓责任落
实，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要坚持问题导向，认真逐项梳理各个项目推
进中存在问题，列出清单，加强督导调度，盯紧盯细及时解决，推动相关
工作尽快见效；要突出工作重点，把重点项目建设摆在突出重要位置来
抓，真抓实干，做好要素保障，加强质量安全管理，全面完成年度工作任
务。

快速有序推进交通运输重点工作

本报讯（记者 单姗）8月24日，副市长胡雪松先后来到六安职业技
术学院、六安一中扩建项目，调研秋学期开学准备工作、疫情防控和相关
教育项目建设情况。

在六安职业技术学院，胡雪松实地走访模拟原生环境石斛育种育苗基
地、无人机应用技术实用基地、3D打印创客工坊、创业创新实践基地等，
实地了解学院重点专业设置及实训基地、校企合作、师资建设、学生就
业、开学准备等情况。他指出，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技
术人才的需求不断加大，职业院校要学习贯彻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政
策，立足校企合作，深化产教融合，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为六安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来到六安一中扩建项目现场，胡雪松深入教学楼、宿舍楼、食堂等场
所，实地察看新校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功能配套情况，认真了解扩建
项目的设计规划、建设标准、项目进度和开学准备等情况。他要求，针对
当前项目建设剩下的任务，要加紧工程进度，严把验收“最后关口”，强
化质量、消防、环保、疫情防控等管理，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做好教育
教学各项准备，保障校园安全稳定，教育教学秩序井然。

胡雪松还对开学前疫情防控工作做了强调要求。他指出，要高度重视
疫情防控和学校卫生相关工作，做好演练，确保开学前疫情防控措施准备
到位。

市领导调研学校开学准备工作

本报讯（丁钊 记者 程传军）为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创
新工作机制。近日，裕安区独山镇依法成立了村级“救急难”互助社21

家，搭建群众性互助组织，积极开展村级“救急难”工作。截至8月底，
该镇村级“救急难”互助社筹集社会资金30万元，同时政府财政补助每个
村级社各1万元，村级集体经济也相应配备各1万元，所有互助社资金将汇
入镇三资账户，全部用于急难家庭救助，确保专款专用。

该镇村级“救急难”互助社会长由村书记担任，秘书长由村民政专干
担任。村(居)监督委员会全程监督“救急难”互助社的救助工作。镇人民
政府是村级“救急难”互助社的业务主管部门，由镇安排专人负责“救急
难”日常工作。村级“救急难”互助社通过政府投入、集体经济、社会筹
集等相互补充的方式，突出政社互补，统筹救助资金，及时排查化解急难
问题，着力解决因患恶性肿瘤、白血病、尿毒症等重大疾病，致使家庭基
本生活出现困难的或因遭遇车祸、溺水、矿难、火灾等突发意外事件，导
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困难的。一般急难情况，由村级“救急难”互助社发
放，救助金额封顶1000元；较重急难情况，在村级救助1000元后，申报镇
级临时救助，镇级救助金额封顶2000元；镇、村级两级救助累计封顶
3000元；严重急难情况，在村级、镇级累计救助3000元后，申报区级临
时救助。

独山镇

积极开展村级“救急难”工作

霍山讯（奚维琴 宋真灿）集镇网线、电线乱接乱拉“蜘蛛网”问题
是创城工作的重要一环，不仅影响街道环境美观，而且存在很大的安全隐
患。为切实解决集镇街道、居民小区的、低挂垂落、纵横交错等现象，近
日，霍山县诸佛庵镇针对集镇“蜘蛛网”开展了集中整治行动。

整治行动中，该镇召集移动、电信、联通、安广、国家电网等多家运
营单位，就集镇“蜘蛛网”现象召开专题整治工作会议，共同协商、明确
责任、协同作战，确保“蜘蛛网”专项整治顺利完成。经过一周的努力，
各运营单位完成对小区、巷道上空、楼体墙面线缆现场排查，并及时对本
单位所属线缆进行检查整改，按照相关要求将废弃的线缆拆除，将“飞檐
走壁”、纠结缠绕的线缆捆绑整齐，固定到位。

截至目前，诸佛庵集镇街道的空中“蜘蛛网”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
在此基础上，该镇要求各相关单位在今后的施工中，做到规范施工、科学
规划、整齐划一，为居民营造安全、整洁、有序的居住环境。

诸佛庵镇

着力整治集镇乱接乱拉“蜘蛛网”

8月25日，皖西日报社党员志愿者来到裕安区独山镇龙井村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进行村容村貌环境整治大行动，
助力乡村振兴促发展。当日上午，报社党员志愿者们来到村集体经济产
业——— 龙井村无公害蔬菜种植基地，帮助农户清理杂草、干农活，清理水
库河滩边的垃圾。 本报记者 王丽 摄

志愿服务建好美丽乡村

本报讯（马静 记者 刘扬）
7月31日，位于六安城北乡一家从
事液晶显示器、电子仪器仪表生产
加工企业，向金安区市场监管局主
要负责人投诉称：7月19日，该企
业采购了一批价值8万余元的偏光
片，收到货后发现产品存在气泡无
法使用，多次和卖方协商要求退货
均无回音，请求市场监管局帮助维
权。

接到求助电话，金安区市场监
管局组建专班调查核实。核查人员
现场随机对该批货物进行检查，发
现购进的这批偏光片并无产品的标
签、标识、厂名厂址，且产品中也

没有随附具体的产品标准号，该批
产品无法依据相关标准出具检验报
告，给企业维权带来一定难度。区
市场监管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查询，卖方某科技有限公
司系在东莞市登记注册的企业，鉴
于疫情实际情况考虑，区市场监管
局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与东莞市
市场监管局取得联系，发出协查
函，请其对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调
查。

东莞市市场监管局接到协查函
后，先后两次到某科技有限公司实
施现场检查，经询问了解到，金安
这家受买公司在第一次要求退货

时，卖方以部分货物受损为由拒收
不予退款，为此交易双方发生纠
纷，东莞1 10警方介入均无处理结
果，调解陷入僵局。针对这种情
况，金安区市场监管局与东莞市市
场监管局进行多轮协调沟通，对该
东莞市某科技有限公司晓以利害，
迫于压力卖方答应退回货款并收回
发出的货物。8月16日，金安买方
公司如数收到对方退还款项，这起
跨省的纠纷圆满解决。

金安区市场监管局

助企维权追回8万元货款

社社会会眼眼

临近暑假尾声，虽
然由于疫情因素，跨省
跨市游受到影响，但不
少市民选择携老扶幼
近郊旅行，尤其给孩子
们安排一次半学半玩
的周边游，给暑假结束
增添一点仪式感。全市
各景区景点在坚持疫
情防控常态化的前提
下，通过文明标识、播
音引导等方式规范游
客文明旅游。

记者看到，不少游
客能自觉坚持“疫情防
控不放松，文明安全要
先行”的理念，遵守秩
序 、主动 接受体 温 检
测、出示安康码等；游
玩结束，会将垃圾带走
或扔到垃圾桶里，做到
了让文明旅游成为“最
美的风景”。8月2 1日，
市民李敏为家人安排
一次霍山县铜锣寨周
边游，在出发之前，她
特意多准备了几只口
罩和一些垃圾袋，“现
在 天 热 ，口 罩 容 易 汗
湿，多准备几个比较方
便。垃圾袋是为了路上
注意不乱扔垃圾，也培
养孩子保护环境的意识。”在出游过程中，抓住机会引
导孩子“保护环境、文明出游”的家长不在少数。记者
在六安海洋大世界景区看到，在各出入口都有工作人
员引导游客测量体温、查看安康码，在二楼的游玩区，
一对年轻夫妇带着孩子在休息区椅子上休息聊天。离
开时，这一家人将零食包装等垃圾收拾好，让垃圾不
落地。

“如果想预订的话，提前两天左右就可以，但是来
的时候要提供本人的安康码、行程码。”面对咨询的游
客，霍山县陡沙河温泉小镇的工作人员这样说道。据
了解，暑假期间，霍山县的旅游市场依旧迎来不少周
边游、自驾游的游客，多是利用周末时间携家带口来
悠闲娱乐，这里的山景、水景，让他们暂时逃离炎热，
感受清凉和惬意。目前，全市宾馆酒店、旅游景区、游
乐场所、电影院、文化馆、图书馆等重点场所已经实行
健康码和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记录“二码”联查。在疫情
常态化防控期间，景区在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营
造安全的旅游环境的同时，通过文明标识、工作人员
引导、设置“一米线”等方式引导游客文明旅游。裕安
区横排头风景区讲解员姚宝林告诉记者，一直以来，
景区通过宣传栏、标识标志、志愿引导等多种方式向
游客宣传文明旅游，提醒大家进入展览馆时测量体
温、有序排队、不大声喧哗。今年以来，市文旅局通过
文明旅游宣传推介和文艺演出相结合的方式，将文明
旅游常识编进小品、快板、歌舞，举办“绿色发展 美
好生活”文明旅游主题宣传活动，不仅给市民、游客营
造了文明、温馨、安全的游园环境，也引导广大游客在
外出旅游中要牢记的“小行动大道理”的观念，不断提
高广大游客文明旅游意识，充分展示美丽六安、文明
六安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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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医生承担着农村地区大
部分医疗照护责任和公共卫生服
务责任，是我国医疗卫生队伍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防止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的重要力量。截至2020年
底，我国有70多万名乡村医生坚守
在一线。他们用专业和奉献守护着
村民健康，成为广大农村居民的
“健康守门人”。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乡村医生

队伍建设。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
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
强调：“改善基层基础设施条件，落
实乡村医生待遇，提高基层防病治
病和健康管理能力”。“十四五”规
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完
善城乡医疗服务网络”。今年6月1
日起施行的乡村振兴促进法，也对
乡村医疗卫生队伍的建设作出了
明确规定。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
措施，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对
乡村医疗卫生的软硬件建设提供
了有力支持。
“强基层”是医改的重要目标。
近年来，随着深化医改的不断推
进，我国乡村医生工作条件和待遇
得到明显改善。许多地方改造和建
成了一大批标准化的村卫生室，并

统一配置了医疗器械和办公用品。
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乡镇卫生
院超3 . 5万所，村卫生室近60 . 9万
个。相比以前的“赤脚医生”，乡村
医生的工作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不少地方大幅提高了乡村
医生的待遇水平，年迈的“赤脚医
生”有了社保，养老更有保障。工作
条件的改善，提高了乡村医生的工
作积极性和业务能力，有利于更好
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健康服务。
乡村医生是农村人才队伍的

重要组成部分，决定着农村公共医
疗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当前，在一
些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乡村
医生队伍存在着优质人才缺乏、人
才结构老化、服务水平低等问题。
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需要在提
升薪资和福利待遇水平、完善职业
规划和晋升机制、健全培训机制提
升业务能力等方面下功夫。有数据
表明，70多万名乡村医生，平均每
人要为 6 0 0多名村民提供健康服
务。尤其是在偏远山区，村民居住
分散，乡村医生上门服务往往要翻
山越岭，费时费力。强化制度保障，
免除后顾之忧，才能不断激发乡村
医生的工作积极性，更好满足农村
居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
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应进

一步拓宽乡村医生职业发展前景。
乡村医生是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的
一部分，应给予他们更完善的职业
规划，让其工作更有奔头，岗位更
有吸引力。乡村振兴促进法规定：
“支持县乡村医疗卫生人员参加培
训、进修，建立县乡村上下贯通的
职业发展机制”。随着医改的深化，
县乡村卫生“一体化”正在形成，乡
村医生“乡聘村用”越来越常见。乡
村医生是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队
伍的一部分。建立上下贯通的职业
发展机制，才能有更多突破职业
“瓶颈”的机会。同时，应进一步完
善乡村医生培训机制，让乡村医生
能定期参加高水平的培训和进修，
提升临床能力和业务水平，从而更
好满足基层医疗卫生需求。
乡村医生是我国广大农村居

民的健康守护者，是乡村振兴的重
要力量。面向未来，随着乡村医生
队伍建设更加专业规范，村民们的
健康将更有保障，乡村振兴的健康
基石也将更为牢固。

（转自《人民日报》）

不断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
申少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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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裕安区城南镇一处农田里，农民在田间作业。
处暑时节，我市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拔节孕穗期，农田里绿意盎然长势喜人，农民们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抢抓农时积极开开展施肥、除草等田

间管理，为秋粮丰产丰收打好基础。 本报记者 田凯平 摄

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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