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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讯

全椒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
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长三角区域在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凝聚共识推动
疫情防控新常态下的医疗融合，加速融入长三
角医疗一体化发展，着力打造健康新高地，使越
来越多的全椒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高质量
的医疗服务。

9月17日上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
院与全椒县人民政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暨
南京市儿童医院全椒分院揭牌仪式在全椒县人
民医院东区举行，南京市儿童医院党委书记黄
松明，南京市儿童医院副院长莫绪明，全椒县委
书记朱大纲，副县长陈劲松，出席本次活动。县
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以及县人民医院相关人员参
加活动。

活动中，朱大纲代表全椒县委、县政府，
代表 48 万全椒人民，向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
童医院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学者
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他说，自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全椒
县积极推动卫生健康领域抢抓机遇、率先融
入，与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肿瘤医院、上
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等多家知名医院开展医

联体建设，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深化合作
交流，构建了上联三甲、下通村镇的卫生健
康服务体系，更多的人民群众在合作中真正
得实惠、受便利。他希望县人民医院在南京
市儿童医院的帮扶指导下，不断加强学科建
设，不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共同为打造健
康长三角作出新贡献。

南京市儿童医院党委书记黄松明指出，南
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和全椒双方，要以全
椒分院成立为契机，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资
源共享、文化建设等方面全方位、深层次的融
合，产生倍增效应，实现跨越式发展，南京医科
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将为双方合作提供坚实的支
撑和有力的支持。

随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副院长
莫绪明与副县长陈劲松参与签字仪式，南京市
儿童医院党委书记黄松明与县委书记朱大纲参
与揭牌仪式。活动结束后，在县人民医院召开
了座谈会。

仪式当天，来自南京市儿童医院的多位专
家，为全椒县50名儿童进行义诊，各科诊室人
头攒动，市民们十分欢迎这次义诊活动。义诊
同时，部分专家和领导们参观了新建成使用的

全椒县人民医院东区，对儿科和儿童康复科等
科室给予了专业指导。

据了解，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是一
所集医疗、科研、教学、康复、保健为一体的大型
综合性三级甲等儿童医院，是南京市医保定点
医院，是南京市心血管病临床医学中心、南京市
脑瘫儿童康复技术指导中心，是南京医科大学
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培养和南京大学医学
院儿科学硕士培养基地。南京儿童医院全椒分
院位于全椒县人民医院东区，占地面积60亩，
建设面积2万平方米，开放床位300张。南京市
儿童医院将对全椒分院小儿内科、新生儿及儿
童康复科进行针对性帮扶，并指派专家在该院
长期坐诊、指导。此外，患者在该院可以直接购
买到南京市儿童医院的自制药。

“以前全椒孩子生了病，大部分家长都是带
到南京市儿童医院看病。虽说全椒离南京很
近，但仍然费时费力，始终存在着来回两小时、
看病十分钟的尴尬。”全椒县人民医院党委委员
曹骥说，“现在有了全椒分院，老百姓在家门口
就可以享受到南京优质的医疗资源，这也是全
椒加速融入长三角医疗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
之一。”

加速融入长三角 打造健康新高地
——南京市儿童医院全椒分院挂牌成立

秦 云

本报讯 今年以来，全椒县司
法局西王司法所坚持在教育、帮扶、
监管上下功夫，有力促进了社区矫
正对象融入社会。

抓教育促思想转变。该所通过
集中教育、个别谈话等方式，了解社
区矫正对象思想动态，鼓励引导社
区矫正对象积极参加公益劳动、疫
情防控、爱心捐款、防汛救灾等一系
列活动，切实增强社区矫正对象社
会责任感。

抓帮扶促技能提升。该所积极
联系技能培训中心，为有就业意愿的
社区矫正对象进行技能培训，提升社
区矫正对象技能提升，拓宽矫正对象
就业渠道，同时，宣传企业招工信息，
帮助矫正对象解决就业问题。

抓监管促重犯预防。该所充
分运用手机定位、电子腕表等信
息化手段加强监督管理，增强社
区矫正对象服刑意识，预防重新违
法犯罪。 （於学攀 王 虎）

西王镇“三抓三促”促进矫正对象融入社会

“袁局长好！您太忙了。又耽误您
宝贵时间。写封信给您，望您在百忙之
中抽点时间看看。做我的导师，给我指
点迷津，（帮助我）脱贫致富。”

写信人叫朱寒友，马厂镇卧龙村小
周组村民，因长女朱心雨在2015年罹患
白血病，家庭因病致贫，2017年，村里为
他办了贫困户，由全椒县水利局负责脱
贫帮扶。

在时任全椒县水利局局长袁长青的
帮扶下，2017年，朱寒友申请到全椒县产
业扶贫特色养殖业项目，拿到了8000元
的产业补助资金，购回了 10 头小猪仔，
又承包了村里一块山地，开办起了家庭
养殖场，自此之后，夫妻俩稳稳当当踏上
了自己的脱贫路。这边，朱寒友在山区
里一边养猪一琢磨养殖技术。另一边，
朱寒友的妻子就带着两个女儿在县城租
住，一边打工一边顾照两个正在上小学
的女儿。在朱寒友的精心照料下，当年8
月，朱寒友的第一批生猪顺利出栏。由
于他的猪种好，是正宗的农村土猪，加上
养殖方式采用山地散养模式，养殖时间
长达一年之久，他养出的猪很受市场欢
迎。两年猪养下来，朱寒友不但还清了
女儿看病欠下的几十万元外债，还壮大
了自己的养殖规模，由最初的10头发展
到了150头。“一头猪纯利润能挣到1200
元左右，我那时觉得，生活开始有了奔
头。我对我家属讲，只要我们肯干，能吃

苦，又有政府帮扶，照这样下去，我们不
仅能脱贫还能致富。”朱寒友回忆起那段
时光，一脸的幸福。

2019年，非洲猪瘟席卷了我国多地，
给生猪养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朱
寒友也未能幸免。猪瘟来势汹汹，朱寒
友养的猪一头接着一头死，到最后，一共
死了137头。“唉，那一段时间，我真是心
里难受呀。眼看着猪就要出栏了，就能
把债还清了，猪却一头接着一头死掉
了。”说起这段记忆，朱寒友的眼里泛着
泪花。“最后还是多亏政府政策好，一头
猪给我们补偿了 800 元，弥补了我们的
大部分损失，虽然后来亏了有三四万元，
但是，我想想已经很知足了。”

得知朱寒友的情况后，袁长青多次
通过电话或是上门方式与他沟通，宽慰
他、鼓励他。“我要感谢我们政府的干部，
他们是用真心在帮我们。人家都能这样
帮我，我自己怎能放弃呢？我自己也不
信这个邪，我朱寒友这辈子就注定要背
一生债？”

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倔强的朱寒
友开始了又一次创业。为了避过猪瘟的
风头，朱寒友与妻子商量之后，决定转变
养殖方向，暂时不养生殖，改养母猪，把
主要精力腾出来养山羊，降低养殖风
险。为了尽快还上债，2019年年底，夫妻
俩又在县城租了一间门面，做起了马厂
羊肉面生意，羊肉就用自家养的山羊。

马厂羊肉面是全椒县马厂镇的特色
小吃，羊肉面口感独特，具有袪寒暖身等
功效，近年来在全椒很受欢迎，尤其在冬
季人们争相食用。朱寒友每天两趟往返
于县城和养殖场之间，来回七十多公
里。白天在养殖场喂猪放羊，晚上就回
县城帮着妻子打理羊肉面生意。一天下
来，刨去成本，小店能净赚 200 多块，夫
妻俩忙得不亦乐乎。

由于羊肉面在全椒属季节性食物，
每年过了冬季，基本就没人吃了，一年只
能做小半年。为了填补这个空档，朱寒
友脑子一动，干脆又带着爱人干起了早
点生意。朱寒友的爱人叫钟泰萍，心灵
手巧。朱寒友那边说开早点铺子，这边
她就跑去安庆跟着人家学做韭菜盒子和
烧饼，前前后后学了将近一个月。回来
后，又研究做包子和馄饨。不会发面调
馅，就去请大酒店的师傅教，不会做豆浆
就上网学，看人家磨。2020年6月底，夫
妻俩的早餐店正式开了起来。“因为刚开
始做，早点样数少，每天除了开支，能净
挣 100 块左右。包水电房租基本是够
了。两个丫头早饭也解决了。”钟泰平一
边说着话，一边麻利地包着全椒人爱吃
的韭菜盒子。

早上 8 点不到，全椒县莲花山庄小
区周围人头攒动，来往不息。“老板，来五
个包子。”“老板，给我拿几个茶蛋和一杯
豆浆。”每每来了客人，朱寒友夫妇俩总

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夫妻俩是我们
水利局的帮扶贫困户，吃苦耐劳为人实
诚。你看他家店多干净，早点又不贵，一
个大肉包才8毛钱。请你们多关照啊。”
帮着介绍的人叫苏兆萍，全椒县水利局
职工，也是朱寒友的现任帮扶责任人。
为了帮助夫妻俩早日脱贫，她有空就到
夫妻俩的店里转转看看，给孩子们拿点
水果或是牛奶，了解了解夫妻俩的经营
情况和孩子们的学习情况。朱寒友的两
个女儿亲切地称她为“小苏阿姨”。

夫妇俩一边忙着脱贫，一边也没放
弃两个女儿的教育。朱寒友的两个女儿
目前就读于全椒县第三中学初二年级，
分在同一班。这一学期，两个女儿又各
自分别带回了一张“三好学生”奖状。

“大女儿手术后，政府给我们安排了
家庭签约医生。如今大女儿的病已经好
了，也能正常上学了。两个丫头都听话
懂事。我对两个丫头讲，你们下劲学，我
们下劲挣钱脱贫。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谈及两个女儿，朱寒友的妻子一脸欣慰。

“无论如何不能让两个孩子再走我
们这条路。国家的政策不总讲嘛，要发
展教育脱贫。只要她们肯学，我们就供
他们上大学。”在朱寒友租住的房子里，
奖状整整贴了小半面墙。

8 头母猪年底就要产小猪崽了，130
多只山羊再有几个月也能卖了，每只羊卖
了能净赚七八百元，还有一个羊肉面兼早
餐铺子。朱寒友的脱贫之路，越走越宽，
朱寒友的致富希望，也越发明亮起来。

脱贫路上的“倔强人”
——马厂镇卧龙村产业扶贫特色养殖户朱寒友小记

雷 红

本报讯 我市近年来大力倡导
全民阅读，推动各级图书馆建设，打
造文化魅力城市。2016 年以来，全
椒县图书馆加大硬件设施和借阅服
务投入，积极开展各项品牌阅读活
动，每年接待读者人次超过30万次，
变身为当地百姓的文化会客厅。

白衬衣、西装裤、鼻梁上架着老
花镜，手里还举着一个放大镜，早上
8点，76岁的退休教师潘政准时来到
全椒县图书馆。

2016 年 10 月，全椒县投资约
4000万元的新图书馆建成，拥有10
个不同功能区的新馆，馆藏图书文
献达到22万册。

在图书馆儿童区给小朋友讲绘
本的是30岁的讲解员陈月，她经常
给女儿借书看。借的次数多了，她

发现很多小朋友不知道该怎么选
书，于是就利用借书机会给大家讲
解。图书馆馆长张青就邀请她担任
绘本讲解员。一开始抱着试试做着
看的想法，觉得小朋友们对她很感
兴趣，然后就给她打造了一个品牌，
叫陈月姐姐讲绘本。

2015 年，图书馆旧馆的入馆读
者只有 8.9 万人次，2019 年，这个数
字达到34.8万人次。

阅读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生活习
惯。全椒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静
透露，下一步，全椒县将增设小微图
书馆、数字农家书屋等数字化设备，
再增设24小时自助图书馆，提供全
天候图书自助阅读和借还等服务，
努力让全民阅读氛围延伸至每一个
角落。 （傅博凡 梁明星）

县图书馆开展各项品牌阅读活动

本报讯 “你们组办理的这起违纪案件，
违纪事实不清楚、主体身份材料调取不充分、
部分书证未注明出处和提取人……”日前，全
椒县纪委监委派驻（出）纪检监察机构第二审
理小组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并反馈问题。

据悉，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以来，该县纪委
监委始终坚持以提升办案质量为导向，聚焦创
新审理模式、加强联系指导、坚持案件质量评
查等重点环节，三管齐下，严把派驻机构自办
案件事实、证据、程序、定性、量纪等关口。

坚持“两道审”，创新派驻审理工作机制。
创新审理小组内审机制，制定《派驻（出）纪检监
察机构案件审理工作实施意见》，将全县13个派
驻（出）纪检监察组划分为2个区域，抽调10名
派驻纪检监察组人员，设立两个派驻审理小组，
负责对全县派驻自办案件进行内部审理。发挥
纪检监察工委“二次审理”作用，加强对内部审
理的案件审核把关，重点做好案件质量管控、处
分平衡、备案案件监督等工作。今年以来，共移
送审理派驻机构自办案件12件，审结9件。

坚持“三个指导”，构建齐抓共管工作局
面。发挥联系派驻机构的纪检监察室业务指导
作用，在问题线索处置、审查调查取证等环节
中，既给予协调帮助，又加强监督指导。案件审
理室对内审组和纪检监察工委在开展审理工作
中遇到的疑难复杂问题进行业务指导和解答，
通过跟案审理等方式帮助提升审理水平。纪检
监察工委主动接受市直纪检监察工委的指导，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今年以来，解答疑难问题
16个，对接市直纪检监察工委5次。

坚持“一个常态化”，稳步提升案件质量水
平。构建常态化案件质量评查机制，采取定
期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抽调审理小组、
纪检监察工委的人员成立一支“案件质量评
查小组”，采取“交叉审查、逐项评分、现场反
馈”的方式，每半年对全县派驻纪检监察机构
自办案件进行评查。通过以查带训、以查促
改的方式，促进派驻机构案件质量水平不断提
升。今年以来，共开展派驻机构案件质量评查
2次，反馈问题42个。 （雷选燕 王浩名）

“3+2+1”着力提升派驻机构审理质效

本报讯 “在工作中，我常常因为弄不清
楚项目工程建设前后期的管理、业务流程，督
查起工作来显得手足无措……”日前，县效能
办会议室里正在围绕如何更好地推动落实工
作开展业务培训，督查队员们不仅认真听、仔细
记，并就工作中遇到的疑难点问题不时提问，现
场有问有答，学习气氛热烈。

为进一步提升效能督查工作人员的业务水
平和理论素养，今年以来，全椒县效能办坚持“服
务发展大局”为引领，以问题导向为突破口，组织
开展了以“提升业务技能、强化督查落实”为主题
的系列培训活动，利用阴雨天气及周末，组织工
作人员集中学习“充电”。

培训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
的原则，结合效能督查业务特点和工作实际，
轮流邀请自然资源规划、生态环保、应急管理、
投资促进、统计、住建、重点项目中心等各领域
业务经办、审批的骨干分享经验。培训中，大

家通过理论灌输、案例讨论、难点探讨等多种
方式，以学习促提升，以学习练队伍，以“一人
多岗，一专多能”为具体目标，通过培训不断提
升业务能力，为党委、政府提供更加“务实、高
效、便民、快捷”的效能督查服务。

“这种培训方式很好，通过系统全面的培
训，让我们进一步熟悉了相关业务部门的办事
审批流程、相关政策及法规，特别是将原来在
工作实践中觉得不好解决的棘手问题找到了
切入点，感觉收获很大。”县效能办工作人员余
海波表示，此次培训极具针对性和实用性，不
仅规范了个人的操作流程，更提高了解决“疑
难杂症”的能力。

截至目前，县效能办共开展了包括经济运
行统计、建设项目前后期管理、环境影响评价
等业务等培训6次，累计培训30人次，竭力拓
宽督查人员的工作思路。

（赵俊杰）

效能督查人员集中“充电”补课

本报讯 贫困群众生活幸福指数是扶贫
路上最美的风景，是扶贫干部奋斗最大的动
力，是决战脱贫攻坚最大的目标，漫漫扶贫路，
殷殷民生情，大墅镇在决战脱贫攻坚的道路上
砥砺前行。

“政府帮我接了自来水，修了房子，盖了无
障碍厕所，还添置了新家电，谢谢，谢谢，我真
的很高兴，很满足.......”章辉村已脱贫户范配
虎满脸洋溢着笑容。

在范配虎家里，翻看范配虎户的扶贫手
册，从该户的家庭基本情况，到该户所享受的
扶贫政策和帮扶措施、成效，都记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低保、残补、教育补助、家庭签约医
生、基本养老保险，使得他的生活、妻子的健
康，孩子的教育都有了保障。“现在孩子能念书
就是最大的好事，这以后的生活也有奔头啊！”

范配虎说。
范配虎安稳的生活是大墅镇帮助劳动能

力较弱的贫困户脱贫，做好脱贫攻坚工作的一
个缩影。

“定时去光伏电站看看，多一份稳定收入多
好。政府帮我，我自己也要努力，我相信以后生
活会越来越好的。”肥全村已脱贫户杨平说。

目前，大墅镇10个村（居）共设置了86个
公益岗位，岗位涉及水库巡查、村内卫生清理、
秸秆禁烧巡逻等，让越来越多的贫困群众实现
了在家门口就业，增强了群众战胜贫困的信心。

据悉，今年以来，大墅镇全力以赴做实做
细脱贫攻坚细节强化，全体镇村干部将贫困群
众放在心上，用实际行动增强贫困群众获得
感，全面提升贫困群众幸福指数。

（张雨莲）

大墅镇巩固脱贫质量提升幸福指数

9 月 22 日，在全椒县石沛镇南塘花坊家庭农场，花坊主
人、90后大学生齐勇（右一）在花棚里向客人介绍产品。

齐勇利用各项帮扶资金进行创业，不仅自家成功脱贫，还
带动村里的贫困户就业增收。 沈 果摄

90后大学生创业助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