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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每月养老金和低保金都领到了吗？
吃的穿的都不成问题吧？日前，凤阳县殷涧镇凤
殷村扶贫专干马利珍正走访贫困户，对“两不愁
三保障”等各项脱贫指标进行仔细核查，确保村
里脱贫对象真脱贫、稳脱贫。

志智双扶扶贫户变身扶贫专干
马利珍出生于 1985 年，2009 年与丈夫贾兆

风迈入婚姻殿堂，生活虽有些拮据但却开心幸
福。不幸的是，2010年女儿被诊断为先天性血管
瘤，使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陷入了困境。镇村
2014年将马利珍家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那
时，她家的收入以和丈夫外出务工为主，平时还
要带着女儿四处看病，生活十分艰苦。2017年儿
子出生，婆婆年龄较大身体也不好，早已听说家
乡扶贫政策好的马利珍和丈夫决定返回家乡。

在镇村帮助下，马利珍一家购买了500只鸡
苗，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畜牧站工作人员为
她开展上门指导。2017年底，马利珍家养的鸡上
市了，镇村干部也帮着联系销路，通过政府健康
脱贫、危房改造、教育补助、就业脱贫等精准扶贫
政策及镇村干部的精心帮扶，加上一家人的努力
奋斗，马利珍一家实现了脱贫。

2017 年 8 月的一天，村支书给马利珍打电
话，“村里要招聘一名扶贫专干，你家孩子还小不
想出去打工，就想问问你愿不愿意干？”那时马利
珍对扶贫工作也没有什么具体概念，但她知道，
干扶贫就是做好事，她也想成为帮助贫困户脱贫
致富的人，同时每月可以领到800元工资，对于舍
不得丢下两个孩子外出务工的她来说已经很满
足了，就这样马利珍入了职。

不忘党恩苦学业务提高能力
2018 年 5 月，就业扶贫又来了一个好政策，

贫困户家庭成员可以去“扶贫车间”工作，“扶贫
车间”除每月两千多的工资以外，国家还补助贫
困户每人每月480元。“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天大
的好消息，因为在外务工这几年我就是在服装厂
上班，恰巧扶贫车间也是做服装的，我觉得我可
以去试试。”但想到自己是一名扶贫专干，村里扶
贫工作需要她，况且这几年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好
政策，家里才脱了贫过上了好日子，她犹豫了。

“党和政府的恩情我不能忘，党和政府需要
我，我就应该扛下这份责任，不能只考虑自己的

个人利益。”她当时这样想。马利珍入职扶贫专
干后，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多想象不到的困难，在
业务上一窍不通，甚至连工作中的一个名词都不
知道是什么意思。

由于不懂业务，马利珍干起扶贫工作就特别
困难，因为对电脑接触的少，很多程序都操作不
好，每当工作中有用到电脑的地方就犯难。“别人
看来在简单不过的操作我却搞不好，我只好去请
教电脑操作的比较好的同事，实在不行就在网上
看操作视频学习，现在基本的工作软件我都会用
了。”马利珍说。

迎难而上甘做坚强“扶贫小草”
2018年村里工作量更大了，马利珍晚上经常

要加班，压力特别大。马利珍家住的比较偏，从
村委会到她家一路没有路灯，她胆子比较小一个
人不敢回去，而且工作一忙她就照顾不到孩子，
孩子一生病心里就特别焦急。村书记耐心地开
导她，在此之后，每次晚上加班，书记都比马利珍
早到村委会，等她把工作做完送她回家后自己再
回去休息。“我心里真是特别地感激老书记，他就
像我的父亲一样关心我。”马利珍感激地说道。

工作初期，由于刚开始记不住贫困户的信
息，马利珍就打印了一份贫困户花名册放在家
里，每天晚上都要拿出来看看。经过几个月的走
访了解，马利珍对村里贫困户的基本情况都了如
指掌，贫困户也都对马利珍很熟悉，每次去贫困
户家大家都会亲切叫她“小马”。

有一次她走访到贫困户刘家满家时，刘家满
本人不在家，他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刘成在家，
起初马利珍有点害怕不敢进去，还没等她开口说
话，刘成就叫了一声“马利珍”。当时马利珍特别
吃惊就问刘成：“你认识我？”刘成说：“你不就是
村里扶贫专干吗？”听他这么说，马利珍一点也不
害怕了。“没想到从来没跟他交流过居然能认得
我，而且他患有精神障碍，让我觉得他从内心认
可我。”

“我和村里贫困户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们
都把对方当做亲人一样彼此信任！有困难他们
会告诉我，我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我不能辜
负了我的亲人们。”马利珍对未来充满信心，“只
要努力，就一定能创造美好的生活。”

近年来，凤阳县依托当地农业资
源优势，在辖区乡镇建设特色农业产
业扶贫基地，采用“合作社+产业基
地+贫困户”模式，通过土地流转、资
金入股、劳务增收等形式带动贫困户
脱贫增收。

图为8月27日，在凤阳县刘府镇
金丰种植合作社果蔬扶贫基地，村民
在甜瓜棚内劳作。

刘军喜摄

打造产业基地打造产业基地 助力脱贫增收助力脱贫增收

本报讯 今年以来，凤阳县努力克服疫情影
响，聚焦“六稳”“六保”任务，大力实施民生工程，
推动稳住民生基本盘、筑牢发展压舱石。2020
年，安徽省继续实施33项民生工程，凤阳有年度
任务的共30项，全年财政计划投入资金13.79亿
元，其中县级财政配套资金5.76亿元。截至6月
底已到位资金9.64亿元，其中县级财政配套资金
全部到位。

扶贫民生工程助力脱贫攻坚。该县继续加大
扶贫民生工程投入支持力度，通过党建引领扶贫
工程的实施，充分发挥村干部和选派帮扶干部作
用，激励引导广大干部勇于担当、凝心聚力投入脱
贫攻坚，帮助贫困村解决脱贫攻坚面临的突出困
难和问题，确保各项帮扶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
效。实施“四带一自”产业扶贫工程，支持在贫困
村建设特色产业扶贫园区21个；支持龙头企业、
农民合作社、能人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带贫，带动贫困户 1950 户；引导和支持
1850户具备条件的贫困户开展自种自养，发展特
色产业，截至6月底已发放种养殖补贴770万元，
惠及1689名贫困户。资产收益扶贫工程是深入
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不断增加贫困人口收入
的有效途径，该县积极探索产业扶贫新模式，投入
资金655万元建设资产收益扶贫项目7个，项目于
6月底完工，项目建成后受益按比例给予贫困户
分红。以举办技能脱贫培训、为贫困户提供公益
性岗位等方式，提高贫困户就业能力，拓宽贫困户
就业途径。此外，该县着力在医疗卫生和养老服
务上不断探索，让更多贫困户“老有所养”“病有所
医”，对符合条件的贫困户，该县代缴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个人缴纳费用，为其免费参加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认真落实健康脱贫综合医
疗保障政策，切实把“351”和“180”惠民措施落实
到位，1至6月份，健康脱贫综合医疗保障共补偿
资金298万元，惠及2.12万人次。

教育文化环境进一步优化。该县通过实施义
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全年将投入7469.9万元用
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用经费保障工作，并
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惠及全县 68240
名学生；实行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制度，1至
6月向9181名在校中职、普高、技校学生发放助学
金和免除学费共653万元；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校舍维修改造12000平方米，学前教育促
进工程新建幼儿园 2 座；免费开放 2 个公共图书
馆、1个文化馆、1个美术馆、16个综合文化站、1个
博物馆，向群众提供基本文化服务项目、公共空间
设施场地；在全县 223 个行政村举办“送戏进万
村”文艺演出，开展农村体育健身活动，公共文化
教育环境进一步有效改善。

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经过多年的努力，
该县建立和完善了包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低
生活保障、五保户供养、重度残疾人生活保障在内
的各类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保障覆盖面不断
扩大，总覆盖人口由 2007 年的 2.6 万人增加到
49.4万人，逐渐形成了广覆盖、多层次的社会保障
体系；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建立低收入老
年人居家养老服务补贴和高龄补贴及养老机构综
合责任保险制度，制定出台《凤阳县高龄津贴发放
实施办法》和70周岁以上低收入老年人居家养老
服务补贴，1至6月份发放高龄津贴和低收入老年
人居家养老服务补贴共 25758 人、812 万元。同
时，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乡

居民基本医保参保率达到95%以上，结合城镇职
工医疗保险、城乡医疗救助、健康脱贫综合医疗保
障以及出生缺陷防治、妇幼健康水平提升和职业
病防治等项目，全县已形成完整、全覆盖的医疗保
障和救助体系，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得到
有效缓解。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加强。改善农村地
区交通条件，实施“四好农村路”建设农村公路扩
面延伸工程194.7公里，县乡公路大中修里程44.4
公里；提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供水保障水平，实
施9处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水厂管网延伸
以及水厂供水设施改造；围绕“生态宜居村庄美、
兴业富民生活美、文明和谐乡风美”的建设目标，
按照美丽乡村建设“十三五”规划要求，完成11个
省级中心村建设目标；实施农村改厕7000户，农
村改厕及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程农村户用厕所无
害化处理或资源化利用基本普及；推进农村电商
示范建设，培育1个省级电商示范镇、3个示范村，
提升农村电商发展质量，进一步增强农村群众的
电子商务应用能力；严把棚改范围和标准，严格财
政承受能力评估，稳步推进棚户区改造，当年棚户
区改造新开工1036套、基本建成106套；按照基本
型、完善型和提升型，改造城镇老旧小区4个，房
屋建筑面积4.79万平方米，涉及住户503户，为夯
实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和公共服务奠定了良好基础。 （韩延龙）

民生工程筑牢发展压舱石

本报讯 近日，一辆载有100个家庭关
爱箱的货车一路奔波从滁州驶来，最终停在
了凤阳县枣巷镇枣巷中学院内。而该校的
几十名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残疾户等
困难家庭的学生也早早的等在这里，准备接
收属于他们的一份开学礼物。这批物资来
自于滁州市妇联、滁州市扶贫局等市直机关
单位及个人的捐赠。一个价值300元的“家
庭关爱箱”包含了夏凉被、洗发水等十几种
生活用品，成了孩子们开学后入住寝室的

“百宝箱”。
枣巷镇位于花园湖行蓄洪区范围内，

持续近一个月的防汛救灾工作刚刚告一段
落。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枣巷镇转移
撤离群众共 823 户、2870 人，集中安置了 92

户、245人，近600名干群日夜值守在防汛看
守点保障圩内的安全，在防汛的同时枣巷
镇组织村里核实统计贫困户受灾面积。在
淮河水位下降至设防线以下，该镇积极动
员贫困户复耕复种，根据时令种植应季农
作物，并联系国元农业保险对绝收农作物
核查理赔。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是
脱贫攻坚决战完胜和“交总账”之年，该镇最
大程度克服疫情和洪涝灾害影响，围绕“两不
愁、三保障、一安全”目标，全面排查解决存在
问题，巩固脱贫成果，确保脱贫成色，逐步探
索建立精准扶贫工作的长效机制，确保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全面开局有效衔接。

（杨辰子）

爱心赈灾扶贫在行动

9月1日，“开启新征程 唱响新时代”“凤阳是个好地方”2020年第二场纳凉晚会暨新时
代文明实践专场文艺演出在市民广场举办。2019年以来，凤阳县坚持试点先行、示范引领、
逐步推开、全面落实的工作思路，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全县已建成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1个、实践所16个、实践站235个，有注册志愿者17万多人，发布志愿服务项目7549
个，共举办各类文明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3000多场次，受众20余万人次。 陈友田摄

新时代文明实践文化大餐送百姓

本报讯 为促进脱贫攻坚任务目标如
期实现，凤阳县扎实推进资产收益扶贫民生
工程建设，截至7月底，全县18个资产收益
扶贫工程已完工 17 个，累计拨付资金 1544
万元。

在资产收益扶贫工程项目立项之前，
镇、村两级通过上门走访和调查问卷的方式
让群众为立项出谋划策；在广泛征求群众意
见的基础上，把群众最急需、最受益、最关心
的扶贫项目作为首选，择优立项；加强政策
宣传培训，提高群众政策知晓率。

按照“四议两公开”工作程序，由村级党
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
议、村民代表会决议，最终确定资产收益扶
贫项目；依据贫困户贫困程度，履行民主决
策，合理分配收益，要求资产收益扶贫项目

必须能带动贫困户参与就业，增加收入；对
资产收益进行股权量化，贫困户持股分红，
村民代表会决议和实施结果全程向全体村
民公开，切实保障群众决策权。

项目实施过程中，要求村两委主动邀请
群众参与监督，项目招投标过程及结果及时
通过村公开栏公示公开；村委会成立由村民
代表、退休村干和部分热心群众组成的工程
质量监督小组，全方位全过程监督工程的建
设和管理，施工过程中积极听取群众意见建
议，把群众参与和监督贯穿工程施工始终。

县、乡镇二级定期组织开展督查督导，
深入项目点指导资产收益扶贫项目推进落
实，对扶贫资金形成的资产，确定适当的投
资回报率，对全社会进行公开招租，确保把
民生工程做好做实。 （卓兆武 陈雪琪）

资产收益扶贫工程显实效

本报讯 连日来，凤阳县委巡察机构积
极响应“爱护粮食、反对浪费”的号召，在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特别是餐饮浪费上走在
前、做表率，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机关。

树理念，凝聚思想共识。召开巡察办党
支部党员大会，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示
精神，重温《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
例》，提高思想认识，把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切实增强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的政治自觉。

强落实，持续深化推进。积极推进节约
型机关建设，将绿色办公节约意识推广到办
公节水、节电以及公务接待、公务用车、办公
用品等各方面；下班人走灯灭、关停设备
等。加强作风建设，建立巡察临时党支部，
严格巡察人员管理，明确了巡察工作人员

“十不准”工作纪律，严禁巡察期间参加任何

形式的吃请和娱乐活动，杜绝超标准食宿等
行为，从严约束自身言行，自觉接受社会各
方面的监督，做遵纪守法、严于律己、拒腐防
变的表率。

促新风，营造良好氛围。结合“机关党
建质量提升年”方案，深入开展“五创五促”
活动，广泛发动宣传，提倡勤俭办事、反对铺
张浪费，把勤俭节约的要求带到生活中去。
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发挥榜样作用，注重言传
身教，在家庭传承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树
立良好家教家风，带动督促家人树立浪费可
耻、节约为荣的观念，教育子女珍惜来之不
易的粮食，自觉养成艰苦朴素习惯。带头倡
导健康文明节俭的餐饮消费方式，自觉融入
到全县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中；自觉抵制婚丧
喜庆事宜大操大办，以自身的示范行动带动
引领节俭节约新风尚。 （曹国浩）

力争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表率

本报讯 为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不断
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凤阳县采取五举措
保障老年人两项补贴足额按时发放到位。

审核服务到位。采取一站式服务，各
镇、村认真做好老年人两项补贴的申请受
理、审核和审批工作，做到随时申请，随时办
结，不让老人跑第二趟。

坚持动态管理。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和
核查制度，对享受两项补贴的老年人，乡镇
每月进行核查，对不符合条件或已死亡人员
及时停发两项补贴。建立全县老年人信息
管理系统，及时更新老人信息数据库数据，
确保每月新增和退出老人信息准确，坚持做
到老人数据动态管理。

不定期审查通报。县民政局不定期对

两项补贴审批发放工作进行抽查通报。将
对因审核审批不严、动态管理混乱造成重
报、“多发”问题，要求乡镇限期整改并追回
多发放资金。

加大宣传力度。该县通过入户走访、微
信、电视、广播、报纸等广泛宣传惠老优待政
策，宣传两项补贴发放范围、发放标准和申
请手续等有关政策文件，做到家喻户晓。

两项补贴发放及时到位。民政、财政部
门严格审批程序，做到资金专款专用，确保
每月资金足额及时发放到位，真正把党和政
府关怀落到实处，让老人放心，安享晚年。
今年1至7月，该县共为8100名老年人发放
居家养老补贴 130 万元，为 17842 名老年人
发放高龄津贴共计818.9万元。 （夏智雪）

五举措保障老年人两项补贴发放

本报讯 日前，凤阳县妇计中心为保障儿童
身心健康，严把儿童入园第一关，积极为8所幼
儿园 1000 多名秋季入园新生儿童健康体检，为
托幼机构搭建了幼儿健康保障的坚实平台，也为
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依据。

托儿所、幼儿园是学龄前儿童生活与教育的
场所，儿童在集体生活条件下相互密切接触，为
了避免疾病流行和其他影响儿童健康安全事件
发生。妇计中心积极应对，提前制定详细体检方
案，严把入园体检关。此次体检项目包括基础内
科、耳鼻喉科、身高、体重、口腔、血常规等检测，
同时了解儿童出生情况、家族史、既往病史及药
物(食物)过敏史等。体检中，对体检发现有健康
问题的儿童由医生告知家长，让家长进一步了解
自己孩子身体发育状况，通过开展托幼机构入园
新生体检工作，了解了幼儿生长发育状况，也为
幼儿疾病预防提供了依据，并系统建立托幼机构
幼儿健康档案。

(王玉宝 孙艳丽）

为入园新生健康体检

本报讯 近日，凤阳县文明办、县新时代文
明实践工作指导中心围绕“绿色环保、健康生活、
文明行为、良好心态、环境保洁、共筑新风”六大
主题，依托文明城市建设工作，积极开展“文明健
康有你有我”主题活动。

活动积极组织志愿者为广大市民发放《致全
县广大市民的一封信》，倡导移风易俗，注重文明
礼仪，待人诚信友善，文明养犬，遵守交通规则，
宣传活动受众近万人。

据悉，开展“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主题活动，
旨在进一步巩固提升促进文明城市创建，充分发
挥人民群众在文明创建中的主体作用，全面营造

“我参与、我共享、我快乐”的良好社会氛围，不断
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整体文明水平。

（秦 天 陈友田）

积极开展“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宣传活动

脱贫不忘报党恩 贫困妇女“变身”扶贫专干
姜泽民 朱蔡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