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1月 11日 星期二
要闻·公益 4

（上接第一版）
工作有部署，执行有保障。
紧盯“三保障一安全”守底线。强化控辍保学，加强教育资助，向义务教育阶段

困难学生打卡发放补助资金4.38万人次、1546.31万元；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
对象住房安全情况开展排查，将存在隐患的343户纳入改造，完工率100%；到2021
年年底前保持脱贫群众医保政策不变，据医保系统统计，截至目前“351”兜底保障
1.5 万人次，“180”补偿 17.93 万人次，贫困户住院和门诊综合报销比例分别达
85.07%、95.36%；脱贫群众通自来水率97%，剩余经水质检测均为合格。

如何守住防止规模性、区域性返贫底线？动态监测帮扶是防返贫最管用、最有
效的途径之一。

我市紧盯特殊困难群体监测帮扶，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返贫致贫网格化监
测帮扶的指导意见》，织密精准监测“一张网”，建立县乡村组“四级网格”2.97万
个。严把标准程序，开展动态监测，全年新识别监测对象99户353人，其中边缘易
致贫户27户92人、突发严重困难户72户261人。

精准识别，精准发力。
出台《关于开展防止返贫致贫分类帮扶的实施方案》，打出组合拳，重点监测帮

扶低保、大病重病、重度残疾人等农村低收入群体。对低收入群体适度扩大救助覆
盖范围，全年全市保障农村低保对象11万人，发放保障资金4.87亿元；保障农村特
困对象2.2万人，发放特困供养金1.49亿元；保障困难残疾人14.4万人次，发放生
活、护理补贴1.1亿元。

下好“振兴”棋，久久为功谋发展

从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任务仍然艰巨。我市以更加昂扬向上的姿态、更
加有力的举措，有序推进成果拓展、稳步实现有效衔接，凝聚乡村振兴路上的强
大合力。

市人大、市政协分别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作为
2021年1号议案、1号提案。

市人大常委会对2021年以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和2020年扶贫资金项目
实施情况进行审议，结果均为满意。市政协召开市委书记领衔督办1号提案办理协商会，市委主
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办理结果为满意。

千方百计增加脱贫群众收入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必答题”。在这其中，产业是实现
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的治本之策和源头活水。

2021年一年来，全市投入5.25亿元衔接专项资金用于产业发展，占比65%。持续深化“四带
一自”帮扶，截至目前，144个农业特色产业园区参与带动、完成年度任务102%，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带动脱贫户15652户、完成省年度任务125.7%。实施到户项目43493个、覆盖28620户，覆盖率
91.37%，超省定标准11.37个百分点，自种自养达标脱贫户26792户，完成省年度任务115.6%。

各级财政今年累计足额安排7.98亿元专项衔接资金，较上年增加6775.95万元。建立年度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项目库，谋划项目869个，实施项目325个，完工率100%。对2016年以来扶贫资
产进行全面核查登记，共形成资产41.86亿元。

如何发挥好财政资金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四两拨千斤”作用，要的是坚持以市场的逻辑谋事、
以资本的力量做事。

2021年以来，市政府与省农信社签订800亿元的全省首个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与省
农行签订500亿元的“十四五”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服务协议；成功发行5.5亿元的全国首单“乡村
振兴权益出资票据”，全国首家村级乡村振兴基金在小岗设立，全省首家乡村振兴银行在小岗挂牌运
营。持续推广“一自三合”模式，截至2021年11月底，累计新增小额信贷3.41亿元，位居全省前列。

继续引导社会各界参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启动开展“万企兴万村”活动，通过“832
平台”采购脱贫地区农产品1622.69万元，居全省首位，较去年增加884万元。

兴了产业、富了农民，更得美了乡村。
人居环境整治是巩固脱贫成果的一项主要内容。2021年以来，我市聚焦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五年行动，一体推进“三大革命”，截至目前，全市完成农村户改厕2.38万户，占年度任务100.7%；
131个自然村实施提升改造项目，累计建成省级美丽乡村中心村321个，创建省级森林村庄69个。

实干兴滁，久久为功。站在新起点上，全市上下将紧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产
业强、乡村美、农民富的幸福画卷在皖东大地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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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着力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实施就业

创业促进工程，开发公益性岗位2950个，
完成率101.7%，稳定就业大学生1727人，
完成率135.9%。推进技能培训提升，完成
企业新录用人员培训 2.2 万人、脱贫稳就
业技能培训373人、新技工系统培训春季
2311 人，完成率均超 120%。开展退役军
人技能培训 1028 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3200 人，均提前完成目标任务。促进农
村电商提质增效，2021 年以来认定农村
电商示范镇 11 个，示范村 37 个，完成率
均超 240%。全市农村产品上行网销额
169.6亿元。新增县域农村电子商务经营
主体 1337 个，培育网销“三品一标”农产
品143个。

此外，在大力强化社会保障、协力发
展文教事业、竭力优化公共服务等方面，
特别是在聚焦解决“车位、学位、床位、厕
位、墓位”等问题上，多部门协调联动，合
力办好人民群众牵肠挂肚的民生大事，做
好人民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

记者了解到，作为协调推进民生工程
的重点部门，民生办深感责任重大、使命
光荣，年初便列出计划、制定目标，坚持频
调度、高推进，促监管、抓绩效，重保障、严
支出，强宣传、造氛围，同时各地各有关部
门通力配合，合力攻坚，为各项民生工程
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坚强保障。

获得感怎么样？幸福感强不强？群
众最有发言权。

谈及民生，全椒县大墅镇村民李升感
触很深。他说，原来，村里的路被村民戏
称为“大坑路”，下雨时坑坑洼洼，车辆行
驶打滑，还容易陷下去。而现在的路真是
漂亮，绕村的路都修成了4.5米宽的柏油
路，还安装了路灯，车辆出行方便了，沿途

风景又美，还能在路边做点小生意。路好
了，从外面来收购农产品的人多了，村里
的农产品再也不愁卖不出去了，村民的收
入也因为路好普遍跟着提高。“四好农村
路真正是我们的产业路、资源路、致富路，
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们带来的福音啊！”李
升感动地说。

对滁城居民陈卉来说，正当她为照看
和教育孩子感到焦虑的时候，琅琊区丰乐
社区托育服务中心成立了，解决了她的大
问题。

陈卉高兴地说，这里是全天托管，不
仅老师专业，环境卫生好、离家近，而且这
家托育机构是公建民营的，各方面都有政
府的监管，作为家长也很放心。“幼儿托育
这项民生工程是真好，政府将3岁以下婴
幼儿照护服务纳入为民办实事，解决了我
们老百姓最实际的问题，也解决了我们的
后顾之忧，感谢政府，感谢国家。”

“原来我们用的自来水是小厂供应
的，水压低，使用不方便。现在好了，政府
在我们这里建起了大水厂，水压大了，水
质也更好了，用水的烦心事解决了。”定远
县永康镇靠山村村民陈传凤高兴地说。

“路平了，灯亮了，停车也方便了……
这老旧小区改造真是好！”说起2021年感
受最深的变化，滁城人行宿舍居民高林满
脸幸福。

……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一项项百姓看

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折射出最温暖的民
生成就，绘出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新征程上，滁州将一以贯之践行宗旨
惠民生，持续为民生“加码”、为幸福“加
油”、为生活“加温”，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
更有保障。

厚厚的民生答卷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

（上接第一版）三是要坚持产业强区，在强链补链
上实现大提升。进一步聚焦园区主导产业，推深
做实产业链“链长制”，着力强链延链补链，全力做
强做优做大。四是要坚持优化环境，在创新发展
上实现大提升。全面推行“标准地”改革，加大低
效用地处置、“腾笼换鸟”力度，积极谋划一些合作
平台，并通过创新方式方法，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让企业在滁安心放心舒心投资兴业。五是要坚持
党建引领，在作风建设上实现大提升。树牢“抓好
党建是最大政绩”理念，聚焦企业发展抓非公党
建，聚焦和谐局面抓矛盾化解，聚焦干事创业抓作
风锤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调研期间，许继伟一行还先后实地调研了康
佳科创云谷项目、科创交易中心项目，问项目建设

进展、看经营发展现状，强调既要建设好硬环境，
也要让软环境跟得上，并科学谋划好项目招引、业
态布局，不断完善配套服务，留住人、兴好业，推动
项目实现更好更快发展。调研中，许继伟特意叮
嘱，岁末年初，相关职能部门要提前谋划、主动对
接、靠前服务，以务实举措、长效机制解决好企业
用工短缺难题，保障好企业发展需求。

树立“三争”意识坚定不移谋发展抓发展
当好发展主力军确保实现“开门红”

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记者安
蓓）10日发布的《“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
明确，到2025年，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更加
完善，政府保障基本、社会多元参与、全民
共建共享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这份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1个部门
印发的规划明确了“十四五”社会发展与
公共服务主要指标——

在幼有所育方面，到2025 年，每千人
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4.5个，孤儿
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实现应保尽保。

在学有所教方面，学前教育毛入园率
大于90%，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6%，高中
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大于92%，劳动年龄人
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1.3年。

在劳有所得方面，参加各类补贴性职
业技能培训1500万人次。

在病有所医方面，人均预期寿命78.3
岁，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助理）医师3.2人、
注册护士 3.8 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大
于95%。

在老有所养方面，养老机构护理型床
位占比达55%，新建城区、居住（小）区配套
建设养老服务设施达标率100%，基本养老

保险参保率达95%，养老服务床位总量约1000万张。
在住有所居方面，城镇户籍低保、低收入家庭申请公租

房和符合条件的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均实现应保尽
保，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约21.9万个。

在弱有所扶方面，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目标人群覆盖率达100%。

在文体服务保障方面，每万人接受公共文化设施服务
3.4万次，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6平方米，每百户居民拥有社
区综合服务设施面积大于30平方米。

根据规划，到2025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明显提高，实现目标人群全覆盖、服务全达标、投入有保障，
地区、城乡、人群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距明显缩小，实
现均等享有、便利可及。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实现提质
扩容，付费可享有、价格可承受、质量有保障、安全有监管。
生活服务高品质多样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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