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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工程 4
遗失天长市千秋新

村九巷 8 号王志高房地
产登记证明他项权利（抵
押）证 ，证 号 为 ：天 他
（2006）01845 号，声明作
废。

遗失焦学华位于定
远县定城镇合蚌路示范
街4号安置地1-3幢北1
室的不动产权证，不动产
权 证 号（ 证 明 ）：定
2014013481，声明作废。

遗 失 常 新 瑞（男 ，
2014 年 6 月 12 日）的出
生 医 学 证 明 ，编 号 ：
O341029952，声明作废。

遗失何正荣《就业失
业 登 记 证 》，证 号 ：
3411030016020626，声明
作废。

遗失万芷宜《出生医
学 证 明 》 ，编 号 ：
O341046430，声明作废。

遗失黄家美，陆学年
位于定远县定城镇幸福
路 91 号 5 室（一层）的不
动产权证，不动产权证号
（证明）：定 2014005696，
声明作废。

遗失黄家美，陆学年
位于定远县定城镇幸福
路 91 号 5 室（二层）的不
动产权证，不动产权证号
（证明）：定 2014005695，
声明作废。

遗失陆学年位于定
远县定城镇城北村北武
队房屋的土地证，用地面
积 158.5㎡，土地证号：
0606，声明作废。

遗失席雨菡《出生医
学 证 明 》 ，编 号 ：
O341095445，声明作废。

遗失杨建位于安徽
省滁州市凤阳县永乐路
南侧右弼路西侧长乐坊
15 号楼 3 单元 701 室的
购 房 收 据 1 张 ，编 号
0000748 金额 20000 元，
总金额20000元，现声明
作废！

遗失席绪宸《出生医
学 证 明 》 ，编 号 ：
Q340210965，声明作废。

明光市石坝镇3200
多亩水蜜桃喜获丰收，
产量 700 多万斤，产品
已打入南京、上海、杭州
等江南市场，并通过“四
带一自”产业扶贫项目
带动15名贫困户就业，
每人每年可增加 1.5-2
万元收入。

袁松树 蔡松华摄

““四带一自四带一自””助力脱贫攻坚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 近年以来，凤阳县紧紧围绕“老有所养、老有所医、
老有所为、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工作目标，不断加
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建成凤阳县社会养老服务中心，全力
提高老人生活质量和水平。

以文化为引领。凤阳县社会养老服务中心坚持“孝亲敬老”
的文化引领，文明建院。院内设有中医养生、老年病治疗及康复
护理等功能的医疗机构，配备图书室、多功能厅、康复功能训练
室、休闲娱乐活动室等各类功能室，全天候为老人提供护理、医
疗、康复、饮食、娱乐、学习等一流的综合服务，营造了浓厚的精
神文化生活氛围，向社会传递“敬老、孝老”正能量。

健全智慧养老体系。养老中心采取信息化平台集成式管
理，通过互联网技术为养老机构提供资源优化的“智慧养老信息
化管理平台”，利用护工APP实现护理智慧化，打通信息化管理
平台与智能设备的连接，是滁州市首家县级智慧养老院。采用
监控系统、呼叫系统、防跌倒报警系统、防褥疮智能床垫、跌倒报
警器垫、室内定位系统等智能看护系统及人脸识别系统，全方位
保障老人的入住安全。

开展精细化服务。养老中心采用宾馆式配置，设有单人、双
人、三人和夫妻间等，满足多元化和舒适度需求，房间各类生活
设施一应俱全。对自理老人、半失能老人和全失能老人分级护
理。实行24小时值班，老人通过房间呼叫系统，护理人员即可第
一时间到达。每日提供由营养师合理搭配的，使用30种以上食
材精心烹饪的，形式丰富多样的新鲜营养美食，专人配餐，独立
分餐，清洁消毒。

打造医养结合新模式。凤阳县政府通过“公建民营”运营
模式的试点推进，以资源共享的方式，支持养老事业发展。凤
阳县中医院老年病科入驻院内，与养老中心合作发展“医养”服
务的新模式。“医”和“养”的深度融合，实现了小病不出院，大病
及时转诊；提供专业的健康管理服务，定期指导老人进行康复
理疗。 （陆 骁）

凤阳县社会养老服务中心成效显著

本报讯 今年以来，我市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和防汛抗洪
带来的不利影响，统筹运用各种社会救助手段，出实招、下实功、
求实效，编密织牢社会救助兜底保障网，有效保障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打赢防疫防汛两场战役。

扩覆面，应保尽保。改进低保对象认定办法,将家庭人均收
入低于农村低保标准且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未脱贫建档立卡贫
困户、返贫户和新增贫困户，全部按规定程序纳入农村低保；对
低收入家庭中的重残人员、重病患者等特殊困难人员，参照“单
人户”纳入低保；对家庭成员因残疾、患重病等增加的刚性支出、
必要的就业成本等，按规定适当扣减。完善特困人员认定条件，
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覆盖的未成年人年龄从 16周岁延长至 18
周岁。截至7月底，全市新增城乡低保对象8627人、特困供养保
障对象873人。

提标准，应发尽发。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去年
同期的每人每月 585元提高到 628元，城市、农村特困人员基本
生活标准分别由去年同期的每人每月不低于1200元、850元提高
到 1250元、900元。今年 1至 7月份，全市累计发放城乡低保金
4.71亿元、特困供养金 1.12亿元，累计向困难群众发放临时价格
补贴6847万元。

放权限，应救尽救。发挥临时救助“兜底中的兜底”作用，对
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和新申请社会救助一时无法审
批的困难群众，及时以临时救助形式展开“先行救助”。今年以
来，全市累计临时救助各类困难群众 5915人次，发放救助金 764
万元。

优服务，应护尽护。在全市114个乡镇（街道）设立统一的社
会救助申请受理窗口，安排专人负责业务办理和申请协助。加
快推进“互联网+民政”深度融合，优化简化程序，实现全市低保
无纸化审核审批，审批时限由55个工作日缩减到30个工作日以
内。定期走访孤寡老人、社会散居孤儿和其他重病重残等特殊
困难人员，为行动不便的社会救助对象家庭配送生活物资，对失
能、半失能特困老人安排专人照料看护。汛情期间，累计转移安
置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对象2535人。 （郝腾飞）

我市精准施策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贫困残疾人康复民生工程实现“应
补尽补”、文化惠民演出点亮乡村“夜生
活”；公益性岗位为就业困难人员提供就
业托底、农村污水PPP项目助力打造美
丽乡村美好家园……一份份质朴务实的
民生清单，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民生故事，
一件件为民爱民的惠民实事，将“民生温
度”传递到千家万户，暖进群众的心里。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明光市紧紧围绕改善民生这条主线，不
断加大民生投入力度，全力推进民生工
程项目实施，确保按时按质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截至7月底，全市工程、培训类
项目开工率100%，收获了群众的满意及
社会各界的认可。

实现民生保障新跨越

“现在路修好了，大家也更愿意到村
里来，有了这条民生道路，相信我们村老
百姓的致富路也会越来越宽广。”明光街
道卞庄村费玉成如是说道。今年，一条
1380米长的“四好农村路”在笑意和赞扬
声中，贯通费郢和周岗组，连通高架桥，
给村民们带来满满的民生获得感。

一项项工程加速推进，一件件民生

实事当年解决。一直以来，明光市坚持
把民生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持续加大投入力度，不断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民。

抓好组织实施，压实各级责任。在
省市各项任务确定后，明光市民生办第
一时间与市直18家牵头单位对接，分解
年度任务，明确各单位职责，提请市政府
印发《明光市2020年33项民生工程实施
方案》，并与相关组织实施单位签订目标
责任书。

强化资金保障，规范资金使用。
2020年，明光市足额配套本级财政资金
2.71亿元，确保基本民生。同时，努力抓
好资金管理，重点加强建设类工程资金
的监督检查力度，严格按照民生工程资
金管理办法使用资金，严厉查处截留、挤
占、挪用、冒领等行为，确保资金使用安
全，最大限度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注重过程管控，分类指导调度。6月
下旬，明光市民生办会同市作风办对
2020年度民生工程进展情况进行督查并
通报，点明各单位在项目推进和配合单
位的协调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

滞后工作得到有效提高，促使全市民生
工程工作齐头并进。2020年，在滁州市
民生办5、6月份工程、培训类通报中，明
光市连续两个月综合完工率居滁州市八
个县（市、区）第一位。

打造民生服务新品牌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明光市
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抓在
手上、落到实处，从城乡群众最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入手，抓住社会事业发展
最薄弱的环节，真正替百姓解决一些难
事、急事、烦心事，努力打造民生服务新
品牌。

加强宣传引导，提升宣传效果。下
达2020年民生工程宣传指导性计划，按
月通报各单位信息宣传进度，及时兑现
信息奖励，调动各单位更多年青人参与
到民生工程信息宣传工作中来。5月初，
制作4万份2020年民生工程宣传单，分
发到各乡镇（街道），及时更新市区及部
分乡镇公交站台政策宣传内容。截至6
月底，明光市民生工程信息被滁州市级
及以上媒体采用约500篇。

开辟民生专题，打造阳光工程。打

开明光市政府网首页即可查看“民生
工程”专题，专版网页主要分新闻中
心、公示、简报、政策措施等 6 大板块，
集中宣传 33 项民生工程政策内容，及
时发布当年度实施方案、办法等，方便
群众查询与监督。加强公示反馈，对
群众疑问做好释疑解惑工作。通过政
府网站和微博微信等载体，面向全社
会公开征集民生工程项目实施意见，
积极倾听群众呼声。

住有宜居，百姓的生活环境变美了；
民有所乐，百姓的文化生活变丰富了；劳
有所得，百姓的就业岗位变多了……为
群众办好身边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
事，就是一份份群众能实实在在感受得
到的温暖。

“厚民生，聚民心”。为民生“加
码”、为民生“托底”、为民生“加速”，循
着“民生为本”的发展路径，一件事情接
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久久
为功，用小实事累积成大民生，让人民
生活得更加殷实、更加有品质、更加高
质量。我们看到，一幅更加美丽的生活
画卷在明光大地徐徐展开，美好的民生
故事仍在继续。

织密民生“保障网” 担当托起新希望
——明光市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民生工程纪实

邱 晗 尹 玥

本报讯 今年以来，来安县积极探索，努力提升文化惠民工
程管理和服务效能，不断拓宽监督渠道，创新服务方式，使文化
惠民工程真正成为贴近群众，服务基层、服务百姓的民心工程。

以制度监督为核心，落实监督渠道“规范化”。来安县成立
文化惠民工程督查小组，先后制定《来安县农家书屋管理员绩效
考核办法》、《送戏进万村活动督查办法》等管理考核办法，用制
度的硬约束倒逼责任落实、效果落实。通过严格完善的管理制
度，使文化惠民工程成为群众欢迎、社会满意的民生工程。

以数字监督为抓手，打造监督渠道“特色化”。在“送戏进万
村”活动中，合理利用“送戏进万村”演出监督管理平台，及时了
解掌握演出情况，确保演出效果；在农村电影放映中，要求电影
放映队每场电影放映全程录像并及时上传，经省、市、县电影放
映监控平台认可后方为有效场次，每月场次统计以电影放映队
报送省监控平台截图为准，杜绝虚假放映，重复计数等现；在公
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中，利用安徽文化云平台，对县文化馆、图
书馆、博物馆、皖东革命纪念馆进行客流量统计，保证公共场馆
免费开放服务效能稳步提升。

以群众监督为基石，确保监督渠道“常态化”。积极拓宽群
众监督渠道，利用来安县政务公开网站、文化惠民工程投诉电
话、县长热线等方式广泛搜集群众意见，并通过电话访谈、填写
问卷等形式开展实地满意度调查，同时针对群众集中反映的问
题进行及时答疑、整改，确保文化惠民工程高质量发展，切实满
足群众多样化文化生活需求。 （肖晓东）

来安县推动文化惠民工程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今年以来，天长市早谋划、早
部署、早落实，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民生工程参续保任务。截至目前，参
续保缴费人数达19.97万人，完成滁州市下达
参续保任务的100.8%，其中500元以上档次
17.58万人，占比达88.73%，人均缴费水平达
578元，位居全省县区人均缴费水平前列。

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年初，天长市结
合各镇（街）实际情况，经过认真分析、研究，
提前安排部署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工作方案，首次将500元以上档次缴费率
达到60%纳入到考核目标中。镇（街）积极
筹划、制定相应配套方案，召开城乡居保工
作启动会，把任务逐级分解到村、组，缴费档
次提升工作取得了实效，所有镇（街）均超额
完成了60%的500元档次的任务目标。

制定政策，激发热情。从2020年1月1
日起，在原来年缴费200元至3000元12个缴
费档次的基础上，增加了 4000 元、5000 元、
6000元3个缴费档次，缴费补贴标准也对应
提高。对选择较高档次缴费的增加缴费补
贴，激励城乡居民高缴费、长缴费，增加积累
个人账户养老金，切实提高了全市城乡居民
的养老保障水平。

创新方式，积极宣传。针对疫情时期的
特殊困难，天长市创新方式，通过“天长人
社”微信公众号推送、工作人员朋友圈转发
等方式积极宣传城乡居保新政策要点。让

广大城乡居民在家也能及时了解到最新居保惠民政策，引
导受疫情影响暂未外出务工的人员早缴费、多缴费、长缴
费，提高个人账户积累。

网上经办，不见面服务。疫情防控期间，积极推行“不
见面”网上经办服务。在“天长人社”微信公众号上自主开
发出信息变更、微信自主缴费等功能模块，方便群众足不
出户办理，从源头上减少经办窗口现场人员流动，减少病
毒传播途径。同时在“天长发布”、“天长人社”、“天长网”
等公众号上发布2020年缴费须知，告知参保对象可以通
过“皖事通”App、“天长人社”公众号变更相关信息，通过
支付宝、微信、手机银行等渠道不出门办理缴费业务。

（李炳旺 李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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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现在国家政策越来越好，方方
面面都给我们照顾到了，但是我们不能等、
靠、要，要想正真的脱贫致富还要靠自己。去
年猪肉价格比较高，通过养猪纯收入40000多
元，我相信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三界镇
梅郢村东里组村民梅香满面笑容地说道。

梅香，今年54岁，明光市三界镇梅郢村东
里组村民，丈夫因病留下后遗症，说话不清
楚，不能走路，家里的顶梁柱倒下了，生活一
度陷入困顿，一时间，她的思想到了崩溃的边
缘，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经申请民
主评议公示等程序，她家在 2018 年 6 月被纳
入贫困户。每个月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60
元、生活救助资金70元，今年以来，共获得政
府各种补贴资金 6386.97 元。民生工程健康

兜底“351”和“180”政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定期上门了解她丈夫的健康状况，上个月镇
政府还给他们家送去了轮椅。

在民生工程相关政策扶持下，梅香对生
活充满信心，她清楚地知道：要想脱贫致富，
不能只靠政府帮扶，更需要靠自己的双手。
今年她种植了 3 亩麻栎树，养了 100 多只鸡，
除得到政府产业扶贫项目补助、资产收益
4000元外，今年养了3头肥猪，2头老母猪，预
计年底收入5万元。

梅香深情地说：“脱贫致富更要靠自己，
我要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走上一条脱贫致
富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幸福是奋斗出
来的’。” （王欣欣）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本报讯 他叫王成，是全椒县六镇镇居
民，爱人在街道饭店打工，他在家中开了一个
小卖部，虽然家庭不富裕，但是和和美美，生
活过得有滋有味。

但天有不测风云，去年底，他突然感觉身
体不舒服，在家里昏迷，紧急送医后，诊断他
患“急性肝衰竭”住院治疗，医疗费用共花了
66万多元，用完了家里全部积蓄，还借了许多
债务。“想不到除医保报销26万多元外，大病
保险还给我报了近30万元，加在一起共报销

56万多元，医保真救了我们全家，要不我们就
倾家荡产了。”王成说道。

“现在我已经出院了，在家里静养，目前
病情比较稳定，但是需要定期复查，我每次去
县医院住院，出院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结算报
销，省得再跑到医保窗口报销。我万分感谢
党感谢政府，有这样好的医保政策，以后我看
病再没有后顾之忧，生活有了新希望！”王成
充满希望地说道。

（王 成 张 慧）

大病保险保民生 生活有了新希望

群众话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