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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明实践在基层
涧溪镇紧紧抓住明光市全国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县契机，按照市委的统一
部署，积极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试点工作，紧
密结合群众实际需求，创新工作举措，把新时
代文明实践阵地建在庄上，形成所、站、点（1
个所、12个站、12个点）三级网络，切实打通
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

坚持组织领导强保障。建立健全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
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
镇党委全面加强领导和指导，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在业务上牵头抓总，村党组织加强对
新时代文明建设点建设的领导，村委会、监
督委员会积极协同配合，把好村民理事会人
员选配关，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指导开展
文明实践活动。积极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
点作用，着力建设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
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
乡村社会。

坚持多位一体铸活力。该镇党委把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点作为传播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

他们整合党小组、村民组长、
综治户长、村民代表、巷长、志
愿者、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

在自然村庄成立村民自治理事会，党小组长
任会长，同时，也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点负责
人，组建志愿服务队，解决“谁来干”的问
题。全镇在各自然村庄共成立村民自治理
事会 80 个，共推选出成员 295 人，其中党员
108 人，占比 36.6%。把理事会、志愿者作为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主力军，积极加
强培训和指导，让他们在政策宣传、文体活
动、纠纷调解、群防群治、环境整治、移风易
俗、疫情防控、志愿活动和诉求反映等方面
充分发挥组织领导和协调作用。镇党委出
台了《关于做好自然村庄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建设的意见》和《关于加强自然村庄新时代
文明实践点“十个一”建设的实施意见》，在
人居环境整治较好的村庄利用闲置农房试
点建设文明实践大院（园地）12 个，按照“十
个一”标准，配置电视机、书柜、象棋等配套
设施，让新时代文明实践在自然村庄有了专
门的阵地。文明实践大院（园地）成为政策
宣传的主阵地、开会议事的落脚点、群众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村庄里人气最旺的场所，
使群众不出村庄就可以听到党的声音。

坚持多能合一出成效。在理事会组织

下，各自然村庄纷纷订立村规民约，广泛开展
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道德模范、最美邻里、
乡村好人等选树和卫生评比、打更巡逻、文体
活动等。在村庄建立微信群，让在外务工人
员也能及时了解和参与村庄的集体事务。全
镇共建立自然村庄（村民组）微信群182 个，
16160 多名户代表加入微信群，占全镇户数
74.99％。在外务工人员通过微信群捐款支
持理事会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鲁山村
侯胡郢收到捐款7000余元，白沙王村腰庄收
到捐款 3000 余元……乡村建设出现了有力
出力、有钱出钱的喜人局面。全镇人居环境
整治完成“五清一改”村庄达到33个，组建村
民打更队43个，安装综治警铃20个，评选星
级文明户200余户。广场舞、健身操、花灯旱
船、“村晚”等群众自发性文化活动越来越多，
还出现了群众写诗、写歌、自己编排节目等多
种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

坚持五制并举生动力。涧溪镇党委、政
府一方面积极加大经费投入创造基础性条
件，另一方面建立“项目投放竞争制、党员干
部示范制、联系帮扶指导制、评比表彰激励
制、就地取材引导制”等五项制度保障，激发
群众内生动力。项目投放竞争制即所有道
路、路灯等财政投入的公益性项目实行竞争
制投放，优先投放给群众积极投资投劳、人居

环境整治效果好的村庄。白沙王村腰庄因为
率先完成“五清一改”，就优先获得了一事一
议、畅通工程等项目投入160余万元，率先解
决了道路硬化、路灯架设和下水道等问题。
党员干部示范制即从党员干部户先实施人居
环境整治“五清一改”和讲文明树新风，并让
他们带动自己的亲友跟进；联系帮扶指导制
即每个自然村庄分别明确一名镇干部和村干
部联系帮扶指导，让群众知道乡村治理怎么
干，明白移风易俗怎么搞；评比表彰激励制即
广泛开展先进村民自治理事会、十星文明户、
文明家庭户、党员户挂牌评星等评比表彰活
动，激励引导广大群众见贤思齐，比学赶超；
就地取材引导制即因地制宜，就地选取可用
的毛竹、砂子、拆旧产生的石头等材料，免费
提供给群众改善人居环境使用，激励群众完
善提升基础设施。

坚持上下联动造氛围。充分发挥镇妇
联、共青团、民兵连等群众组织联系群众、团
结群众、组织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立足工
作实际，主动找准切入点，积极投身文明实
践。帮助争取政策支持，通过微信群等，线上
线下同步开展业务指导、理论宣讲、志愿服
务、弘扬文明新风等活动，把新时代文明实践
阵地建设成为群众的自治阵地、学习园地、精
神家园。

把 阵 地 建 在 庄 上
——明光市涧溪镇探索新时代文明实践新路径

林其泽

本报讯 今年以来，明光市政务服务管理局资源规划
局窗口继续深化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工作，以不动产登
记服务为主线，以作风建设为抓手，进一步简化登记程序，
优化服务流程，提升审批效能，提高企业满意度，为全市营
商环境水平的不断提升添砖加瓦。

设置企业专窗，做好全程帮办。设置企业专窗，搭建快
速通道，工业企业申请不动产权登记，从窗口受理、审核到
登记发证，做到“不排队、不叫号”。组建企业服务帮办队，
针对涉税不动产转移登记业务，对交易、交税、不动产登记
环节全程帮办，税票和其他共享材料通过内部传递，真正做
到“企业不跑我来跑”。

精简办件材料，压缩办理时限。全面梳理各类登记业
务材料清单，通过部门数据共享主动获取材料，压缩了企业
提交的材料占比，方便了企业办事。通过流程再造、手续归
并、充分授权等方式，实现了生产制造企业抵押登记半天内
办结，查封、异议、注销登记即时办结。

创新工作机制，服务跟踪回访。相继出台《明光市“工
业企业不动产登记绿色通道”服务制度》、《明光市企业“不
动产登记特色办证制”工作方案》。为方便企业融资，推行
特事特办，对因疫情防控等原因暂时无法提供申报材料的，
实行“容缺”审批，确保1小时内办结。开展企业服务回访，
收集意见建议，对后续服务给予现场指导。

今年以来，市资源规划局窗口共为企业办理各类不动
产登记167件，担保债权数额达24268万元，有效保障了复
工复产企业的有序发展。 （张连海 金 睿）

提升登记服务效能 争创一流营商环境

本报讯 明光市发挥“十大工程”单位和市乡村干部作
用，实施单位包村、干部包户的“双包制”，全市对12个贫困
村选派36名驻村工作队员，其中7名副处级。对128个非贫
困村选派了128名优秀干部任联村扶贫工作队队长，30名县
级领导带头落实“113联村帮户”工作机制，12个市直单位包
保12个贫困村，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抓牢抓实“双包”工作。该市坚持把“单位包村、干部
包户”作为“抗补促”的重要举措抓牢抓实。目前，实施
3088 名帮扶干部培训全覆盖。贫困人口综合医保就诊
47192人次，报销补偿比达89.17%。贫困户危房改造2955
户6701.1万元。贫困户免费安装自来水7512户、水质安全
检测248户。1433名贫困学生无失学辍学。

夯实一线攻坚力量。该市坚持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
风，着力推动帮扶力量下沉，夯实一线攻坚力量。每月主题
党日均把脱贫攻坚作为主题之一。并围绕壮大贫困村、非
贫困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和贫困户、边缘户“两不愁、三保
障”及水安全进行项目谋划、实施。加强与长期外出的贫困
户联系，严防出现变相乞讨、离校离课、流浪等情况。

从严从实提升质效。该市从严从实抓好预脱贫户、边
缘户、脱贫监察户问题排查工作，制定贫困户“一户一方
案、一人一措施”，提升“单位包村、干部包户”工作质效。
加强涉贫信访举报件办理、涉贫舆情处置力度，倒逼责任
主体担当尽责。坚持对 7536 户已脱贫人口“扶上马送一
程”，对所有贫困户、边缘户“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
家庭收入及来源、生产生活现状等基本情况再次开展排查
核实，分析脱贫稳定性，了解后续发展需求。共制定“一户
一方案、一人一措施”帮扶措施52936条，户均7条，确保稳
定脱贫不返贫。 （阚绪照）

严实作风提升“双包”攻坚质量

本报讯 今年以来，明光市全力推进淮河行蓄洪区居
民迁建、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功能建设工作，多
措并举增加行蓄洪区群众收入，让移民群众“搬得出、稳得
住、能致富”。

大力实施迁建，确保居住安全。该市先后制定了《明
光市淮河行蓄洪区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居民迁建安置
细化操作方案》《明光市淮河行蓄洪区居民迁建安置方
案》，积极推进行蓄洪区安全建设工作。截至目前，已完成
协议签订 985 户，完成任务数的 100%；累计拆除老房 557
户；兑付货币化安置补助资金541户3601.78万元，开工建
设145套，已建成30套，在建115套。

补齐发展短板，夯实公共服务。该市聚焦行蓄洪区基
础薄弱突出问题，加强道路、电网、饮水等设施建设，推动
基础设施补短板、破瓶颈、增后劲、上水平。2018年至2020
年投资1.29亿元，完成村道组改扩建175公里，新建行蓄撤
退路9公里；改扩建行蓄洪区安全饮水工程2个，完善供电
电网工程1个，投资4436万元实施学校、镇村文化服务中
心、镇级卫生院等基本公共服务功能项目建设54个。

确保“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实施“双线双比
对”摸底排查，精准确定了行蓄洪区内就读义务教育阶段
建档立卡贫困学生355人无失学、辍学情况；落实健康脱贫
政策，投资1130万元，改造2个中心卫生院业务用房4000
平方米及院落、公共厕所等相关配套工程；实施行蓄洪区
危房改造297户，发放补助资金610.8万元；投资3821.85万
元新建占地22.25亩，近期每日供水规模为1万吨/日、远期
规模为2万吨/日水厂1座。

发挥兜底作用，保障特困生活。对428户特困供养户
基本生活情况进行了逐户排查。目前行蓄洪区农村低保
保障11033人次、408.51万元，月人均补助水平370元；发放
农村特困供养2124人次，发放供养金149.85万元；发放困
难群众价格临时补贴13199人次84.41万元。

拓宽就业渠道，促进群众增收。该市组织了行蓄洪区
贫困劳动者专场招聘会，现场达成就业意向26人。发布企
业用工信息和就业创业政策6000余条。同时建设扶贫车
间，吸纳贫困劳动者就地就近就业，发放就业岗位补贴
6.448万元。为49名行蓄洪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开展技能培
训，发放驾驶员培训补贴1.2万元。发放市内外务工一次
性就业补助357人、17.85万元。开发辅助性岗位27个，发
放补贴4.05万元。

开展金融脱贫，落实信贷政策。该市全面部署推动行
蓄洪区金融脱贫攻坚工作，加大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宣传。
截至目前，行蓄洪区累计贷款317户、1503.7万元，累计收
回267户、1294.6万元，目前在贷户数50户、209.1万元，均
为“户贷户用”贷款，无逾期。 （阚绪照 季晓佳）

让行蓄洪区居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日前，在泊岗乡泊岗村西泊组，一台
挖土机在西泊圈堤路项目现场作业，十几
位村民自发地挥锹铲土，清理路基。

泊岗乡四面被淮河所环抱，如扇形小岛，为改善交通条件，该乡近年来不断推进道路网格化升级。西泊圈堤路是
泊岗乡2020年农村公路扩面延伸工程之一，总投资150万元，路长1935米、宽5米，为水泥混凝土道路，建成后连接老
淮河堤坝，将极大地方便村民出行，让农产品销售驶入“快车道”，跑出“加速度”。 王绪波 张子国摄

“扩面延伸”惠民生

京沪铁路明光站附近的官池村民组一对夫妻无怨无悔抚
育孤儿侄子至成家、四代同堂尽心竭力孝敬老人的佳话，多年
来被当地群众口口相传，令人感佩。

“二爷、二娘就是我的再生父母。从我9岁起到我25岁成
家，他们辛辛苦苦抚养了我16年！”7月8日，现在南京务工的
明光市明光街道严岗村官池村民组李威告诉笔者，在他8岁
上小学二年级时，从湖南岳阳嫁到明光的母亲被娘家人强行
带回，从此天隔一方。父亲为养家去了上海打工，他就跟着年
迈的奶奶、老太在二爷、二娘家生活。后来一场意外的车祸夺
走了他父亲的生命，那年他11岁。父亲去世了、母亲不回来，
李威成了实际上的孤儿。这时，李永才站了出来。李永才在
5个姊妹中排行第三，哥哥就是李威的父亲，三个姐妺成家后
都在外地生活。李永才拿定主意后与妻子吕庆芳商量。“对，
我们要像带自己孩子一样把他抚养成人，这样才能让走了的
大哥放心！”朴实的吕庆芳说话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那时，李永才上有奶奶和母亲，下有7岁的女儿和刚几个
月大的儿子，一大家人的生活非常困难。但夫妇俩没有气
馁。多年来，俩人每天5点多就起床干活，妻子种粮种菜，丈
夫忙完地里活，又去建筑工地干。“那段时间，两个孩子要上
学，一个要吃奶粉，开支都非常大。只好自己克服。”李永才
说，那些年，妻子基本上没买过什么新衣服。但尽管生活艰
难，他俩抚养侄子长大成人的责任心一点也没有马虎。

李威记得，那时，上学时穿的衣服，要买的笔、本子都是二
爷买的，学校带家长，开家长会也都是二爷去的；二娘每天清
晨就早早起来给我们兄妹洗衣做饭。为了给我们增加营养，
家里老母鸡生的蛋，他们从来不拿上街卖，留给我们做蛋炒
饭，他们自己却舍不得吃。

在李威上初中时，网吧、游戏厅充满大街小巷，许多青少

年迷恋网络游戏，常常夜不归宿，有的为搞钱上网而去偷窃甚
至抢劫，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李威也曾是一名网吧少
年。他在上八年级时的一天晚上，做完作业后趁大人没注意，
偷偷地遛了出去。吕庆芳发现他不在家时，赶紧去叫劳累一
天已经酣睡的丈夫：“快醒、快醒！李威不见啦。”“赶快找人，
估计去上网玩游戏了。”李永才夫妇俩骑上摩托车在明光城里
的网吧、游戏厅到处寻找。整整找了一夜，终于在一家网吧找
到了他。当夫妻俩站到他身边告诉他，“为了找你，我们一夜
没合眼。”望着比亲爹、亲娘还要亲的二爷、二娘时，李威难过
地低下了头：“我错了，下次我再也不玩游戏了。”

“如果没有他们的严管细教，我还不知会走到什么路上去
呢！”现在回想起来，李威都很激动。

在他夫妻俩的精心抚育下，李威长成了1米77的大个子。
“孩子长大成人了，还要成才。”李永才夫妇在李威走出校

门后将他送到明光市一家培训学校学习车床技能。学到技术
后，李威先后到上海、南京，走上了求职打工自立之路。

接下来，李永才夫妻俩又考虑给侄子置办婚房成家。
2011年，他们花去多年的积蓄近6万元买建房材料，又请人工
加上夫妻俩一起上阵干，在平房上为侄子加盖了一层。十年
前，6万元可以说是一笔很大资产，就是在现在，对并不富裕
的他们家来说，仍是一笔巨款，何况还有自己子女要用钱。

就这样，李永才夫妇一直把侄
子当亲生儿子一样处处为他操劳，
耗费了大量心血。李威也很争气，
多方打拼，如今有了自己的幸福小
家庭，并知恩感恩，懂得孝敬他俩。
了解情况的人都说，李威做得真没
有话讲，是一般做儿子的都做不到

的。
此外，李永才夫妇还不辞昼夜、尽心尽力地孝敬长辈。李

永才成家后和妻子一起，一直带着奶奶、母亲一起过。吕庆芳
自嫁入李家26年来，全心全意为着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
和婆婆从没吵过架。李永才称赞她在夫妻间拌嘴时也从没带
过脏话口头语，卖菜时遇到年纪大的还多给菜，少收钱。他们
和邻居之间也是你来我往关系十分融洽。

在奶奶在世时，李永才每晚都到奶奶的床前问安：看可有
哪儿不舒服，冬天睡得冷不冷，夏天可有蚊子叮咬，并将小便
盆放好。吕庆芳对老奶奶则是吃喝洗全照顾到。老太太安享
晚年，活到了96岁高龄。

在照顾老母亲上，他们为老人房间买电扇、装空调，买电
视机、买专播地方戏的平板电脑。老人80岁时得了心脏病和
脑梗等，李永才带着老母亲去南京做了心脏支架。老人平时
住院，李永才就向工地请假去医院照料。在后来老人病情发
展导致眼睛基本失明时，夫妻俩就以照顾老人为主。三年来，
白天，吕庆芳为老人端茶送饭、倒水服药、起床解手，帮老人洗
澡洗头，细心照顾；晚上，干活回家后的李永才就在母亲的床
旁摆上一张折叠床，夜夜相伴。

这一对普通的农村夫妻，就是这样默默地用行动传承着
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优良传统。

无怨无悔 16 载 养育孤儿至成家
——记明光街道农民李永才、吕庆芳夫妇

朱士凯

本报讯 目前，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正在明光市如
火如荼开展。明光街道黄郢社区由片区单位明光市委组织
部牵头抓总，在推进城市网格化管理各项工作中，强化党建
引领，全面落实各个点位的包保责任，切实做到责任落实无
死角。

领导一线强调度。日前，片区单位明光市委组织部主
要负责人主持召开创建工作推进会，梳理问题清单，现场进
行交办，明确工作责任。并突出重点，要求行政执法局就黄
郢社区路灯亮化问题进行整改完善，试点后推广。连日来，
该市政路灯部门正紧锣密鼓加班整治。

走访推选全覆盖。根据推进会安排，各包保单位和黄
郢社区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在辖区内不厌其烦、不辞辛苦
地挨家挨户做宣传。明光市教体局、经信局、实验小学等
志愿者分别活跃在红楼片、黄郢片、过靳郢片等网格，快速
推进路巷长、楼道长推选工作，为下步创建打下新基础。
同时还一并宣传致养犬户一封信，营造声势浩大的创建氛
围。

志愿服务暖民心。7月4日上午，明光市经信局、中医
院、黄郢社区联合开展“红色星期天”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暨

“送医进小区，温暖居民心”志愿服务活动，为小区居民提供
义诊、中医养生、疾病咨询等服务，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参
加活动的各单位志愿者还一道走巷入户，向群众宣传派发
了《争创全国文明创建倡议书》《网格29区域创建微信群二
维码暨群公告》等，进一步营造创城“人人有责、人人尽责”
浓厚氛围。 （郭兰兰）

黄郢社区党建引领文明创建战犹酣

百姓故事百姓故事百姓故事百姓故事百姓故事百姓故事百姓故事百姓故事百姓故事百姓故事百姓故事百姓故事百姓故事百姓故事百姓故事百姓故事百姓故事百姓故事百姓故事百姓故事百姓故事百姓故事百姓故事百姓故事百姓故事百姓故事百姓故事百姓故事百姓故事百姓故事百姓故事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