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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0 日，天长市
军地联合举行全市退役
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
证启动首发仪式。优待
证是退役军人及其他优
抚对象享受优待服务的
专属凭证，具有彰显荣
誉、识别身份、落实待遇、
服务管理四大功能，承载
着国家、社会对退役军人
的尊崇尊重。从即日起，
该市 15000 多名申领对
象将陆续拿到优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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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中国关工委新命名54个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
史教育基地，天长市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纪念馆（龙岗
抗大八分校）名列其中。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工作的意见》文件精神，建好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
史教育基地，发扬红色资源优势，深化青少年“四史”特别是党史教
育，教育引导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七一”前夕，中国关工委命名第
五批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名单。天长市龙岗抗大八
分校纪念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宝贵的红色资源，成功入
选。目前，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总数达268个。

（李振霖 王万朝）

龙岗抗大八分校获评国家级党史国史教育基地近日，安徽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培训会在
天长市召开，省、市、县80名参会代表对天长市的经验
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农产品质量安全，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天长
市立足乡镇基层监管，建立高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体系，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保障天长市农
产品安全、优质，高标准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一张网”全覆盖。天长市全面实施农产品质量安
全网格化管理，以镇（街道）为单位建立网格化管理体
系。区域定格、网格定人、人员定责，所有生产主体均
在监管网格内。明确监管人员、检测人员、村协管员、
质量内控员等人员的职责，实现网格化管理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严格生产主体责任，夯实监管“最后一公
里”。截至目前，天长市共有县级监管人员25人，镇级
监管人员32名，村级协管员175名。

两级检测排查。该市建设县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站，已通过“CATL”“CMA”认定，开展县级农产品定
量检测、例行监测和快速检测等。同时，每个镇（街道）建
有农产品快速检测室，承担辖区内农产品农药、兽药残
留的快速检测。镇（街道）快速检测体系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的方式，科学规范、高效运行。县、镇两级检测体系
年均开展农产品定量检测200批次、快检11.8万批次以

上，为全面排查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提供技术保障。
“合格证”带追溯。“有了农产品电子合格证，等于

有了一张市场通行证，消费者通过扫二维码就能立即
查看质量安全信息。有了它，我们农场生产的‘晶倮’
大米销售得非常好！”天长市张建昌家庭农场负责人张
建昌在农产品质量安全及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专题
培训班上现身说法，向其他学员推介农产品电子合格
证。天长市通过省追溯平台打印电子合格证、手机客
户端灵活打印电子合格证、“皖农安”小程序激活食用
电子合格证等方式，推行各类合格证，做到名录内农产
品合格证的准确开具，规范使用。大力推行“追溯二维
码+合格证”二合一模式，实现农产品依标生产，带码上
市，产品可溯源，质量有保证。自2020年2月该市开出
滁州市首张食用农产品合格证以来，已累计开具达标
合格证70248张，附带合格证上市的农产品6.47万吨。
天长市将规模化生产主体纳入国家和省追溯平台，建
立农产品达标合格证生产主体名录数据库，动态更
新。安徽牧马湖农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和天长市龙岗
龙腾芡实有限公司进入省追溯管理平台的农产品区块
链子系统，实施“天长大米”和“龙岗芡实”两个品牌产
品的区块链追溯管理。

依托平台监管。借助农资监管、追溯管理、信用管

理等平台，依据监管名录内生产主体的质量控制执行、
诚信经营等情况，对生产主体分类分级，采取差异化精
准监管。对风险隐患较大的生产主体，加大抽检、风险
监测和执法检查的力度和频次；对农产品生产过程中
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主体，列入“黑名单”并公布。今
年以来，进入农产品质量安全“红榜”企业8家，“黑名
单”企业2家。

部门协作共管。组织公安、市场管理、农业农村等
部门不定期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进行联合检查，严厉打击农产品生产、流通等环节的违
法违规行为。加强宣传引导，规范农兽药安全使用、标
准化生产、产品追溯等制度，强化生产者第一责任人意
识。同时，向社会公布农产品质量安全投诉举报电话，
引导群众积极参与，推动社会共治。今年以来，天长市
通过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检查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农
资经营门店、农资生产企业1426家（次）,起到了很好的
宣传和警示作用。

“天长市已建立健全了质量标准、农业投入品监
管、质量检测、质量安全追溯等四大体系，实现了全市
农产品质量‘源头无隐患、投入无违禁、管理无盲区、流
通无障碍’的目标，为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天长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赵义科说。

天长：完善体系强化监管 创建农产品安全县
魏玉军

本报讯 近年来，大通镇通过制定村民看得懂、
做得到、乐践行的村民公约，深化移风易俗、撬动乡
风文明，在潜移默化中规范群众的行为习性，不断增
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抓制定，充分汇集民智。该镇各个村都制定完
善了村规民约，把人居环境整治、邻里纠纷、拒绝赡
养老人、攀比炫富、“等靠要”、懒汉行为等内容全面
纳入村规民约内容，充分体现村庄治理集中民意、汇
聚民智，不断增强村民主人翁意识。

抓宣传，提高群众知晓率。各村将修订完善后
的村规民约在宣传栏、小广场等显著位置进行张贴，
同时利用小喇叭、微信群、朋友圈等媒介广泛宣传，

并通过“一刻钟”宣讲、移风易俗座谈会、党员小组会
议等面对面的方式，用通俗易懂的乡音向村民讲解，
让村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熟知、在潜移默化
中认知认同认可。

抓落实，注重典型带动。各村由村两委会负责
引导村民自觉遵守村规民约，对违反村规民约的行
为进行制止，并通过移风易俗红黑绿榜，“星级文明
户”“最美家庭”“好婆婆”“好媳妇”评选等活动，把村
民遵规情况作为评比的重要内容，切实增强村民自
觉遵守村规民约的意识，提高村民对村规民约的参
与度和支持度。

（汪景锦）

大通镇：践行村规民约 助力乡风文明

本报讯 为杜绝校园欺凌事件，构建和谐校园，
连日来，石梁镇团委、镇关工委联合九年制学校，开
展主题校会、强化宣传、家校联动等，多措并举，向校
园欺凌“亮剑”，确保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

成立组织，营造氛围。学校成立校长为组长的
防欺凌领导组，定期召开会议，通报校园欺凌情况，
布置防欺凌工作。学校还利用电子屏、展板进行宣
传，营造氛围，学生每天进出校园，都能受到潜移默
化地教育，同时也为构建文明校园打下良好的
基础。

主题校会，集中宣讲。利用主题校会向同学们
讲解实施校园反欺凌的目的和意义，指出校园中同
学们之间的不文明现象，引导同学们不要参与欺凌
行为，一旦被欺凌就要及时采取适当方式解决。

主题班会，强化教育。班会课上，同学们集中观

看了关于校园欺凌的专题教育片, 深刻体会到了校
园欺凌行为对同学所造成的生理和心理伤害。班主
任老师讲解了欺凌的种类，教育同学们当受人欺负
的时候，要学会选择正确的方法求助，不能实施教唆
或实行打击报复等，否则就会构成犯罪，就要受到法
律的制裁。

家校联动，共同防范。学校利用微信群、家长
会、致家长的一封信，向家长宣传校园欺凌的危害，
指导家长对子女加强教育，教育孩子拒绝欺凌，家校
沟通，形成合力，使校园欺凌没有藏身之地。

通过一系列的举措，该镇向校园欺凌再亮剑，进
一步提高了学生的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增强
了学生抵制和防范校园欺凌的能力，为创建安全、平
安、和谐的校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月春 费小珊）

石梁镇：多措并举向校园欺凌“亮剑”

本报讯 连日来，为推动“三夏”工作顺利进行，
保障农业生产有序推进，实现粮食稳产丰收，农民持
续增收，农村和谐稳定，万寿镇党委政府提前谋划、
统筹安排、积极行动，确保麦子不到手，管理不放
松。目前，全镇小麦2.35万亩已基本收割完成，呈现
高产高质高价“三高”态势。

提高夏收效率，离不开机械强农、科技强农，为

了小麦顺利收获，镇党委政府督促全镇28台收割机
户，维护保养收割机，详细叮嘱村民要检查秸秆粉碎
装置、传动装置、方向装置、刹车装置是否良好，确保
农机“健康”下田，以良好的状态投入“三夏”生产。
同时，镇党委政府还成立了“万寿镇小麦收获应急服
务队”，明确工作职责，送技术、送服务到田间地头，
进一步为种田大户、农户做好服务。 （叶文生）

万寿镇：田间地头夏收忙 干群合力强保障

本报讯 今年以来，天
长市广陵街道纪工委立足
监督职责，聚焦企业发展痛
点堵点难点，紧盯惠企政
策落实情况，护航企业复工
复产，当好助企“三员”，打
通惠企政策落地“最后一公
里”，打造最优营商环境。

深入企业一线，当好
“调查员”。该街道党工委
和纪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带
头走访调研企业，并结合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实地详细
了解企业在建设发展中遇
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坚决
落实“一改两为五做到”，下
力气解决损害营商环境的

“末梢梗阻”，凝心聚力将各
项稳企惠企举措落实落地。

下沉征迁一线，当好
“协管员”。该街道持续优
化和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先
后完成东市区和南市区六
个居民组的土地房屋征
收。在东市区尹庄、苏云等
居民组的土地征收和房屋
搬迁工作中，该街道纪工委
主动靠上跟进监督，适时约
谈征迁工作组人员，确保征
地各个环节公正、公开、
透明。

强化作风建设，当好
“监督员”。该街道纪工委
持续加强对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涉企部门监督，不定期开展明
察暗访。利用损害营商环境典型问
题开展警示教育 10 余人次，及时受
理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涉企领域存在
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线索，
对作风不严不实、损害企业切身利益
的，严肃问责追究。 （刘世军）

广
陵
街
道
：
当
好
助
企
﹃
三
员
﹄
打
造
最
优
营
商
环
境

本报讯 6月12日，为期二天的“2022年全国国际跳棋校际联赛
安徽省选拔赛”线上比赛在天长市落下帷幕。

据了解，国际跳棋是一种古老的棋类游戏，历史源远流长，它的竞
技性、趣味性和创新性，受到世界各国爱好者，特别是青少年的欢迎。

本次比赛组委会高度重视，裁判严谨、公平公正。裁判组除了
采用腾讯会议远程监控比赛外，还采用同城裁判异校执裁、邻校互
裁的方式。选拔比赛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期近一个月，各校举
行校内预赛，来自全省27所小学，1447名选手参加预赛，并成立各
校代表队参加安徽省选拔赛。第二阶段27所小学共331名选手参
赛，比赛分64和100格两个项目，男女8个组别，四个混合团体。经
过二天七轮激烈地角逐，天长市千秋小学杨世城等六名同学获得不
同组别的冠军，天长市城南小学王宥辰、裘硕、吴沁茜(女)荣获64格
1-3 年级混合团体冠军，天长市实验小学王子木、陆一帆、刘宣萱
(女)荣获100格4-6年级混合团体冠军，团体冠军将于6月14至17
日代表安徽省棋院参加最后的“全国特色学校校级联赛总决赛”。

（天 宣）

2022年全国国际跳棋校际联赛安徽省选拔赛成功举办

本报讯 当前正值夏粮收购季节，连日来，天长市严格执行国
家政策，全力保护粮农利益，不断优化售粮服务，让农民卖上放心
粮、舒心粮，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在天长市新街镇王店粮站，一辆辆载满小麦的车辆陆续驶入，
农民们忙着将新打下来的小麦送来出售，经质量检测、过磅入库后，
农民就可以通过“一卡通”，快速拿到售粮款。

据粮食部门统计，今年天长市夏粮收购量稳中有增，并呈现质、
量、价“三高”的态势。该市结合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提前联系农
业部门，做好粮食产量测算等工作，备好有效仓容，并强化服务保
障、备足收粮资金2.9亿元，确保夏粮收购做到“人等粮、仓等粮、钱
等粮”。

目前，天长市各粮食收购站点，已提前做好库存粮销售和腾仓
并仓，同时对仓储设施进行了维修、保养，仓容达10万多吨，基本满
足小麦收储需要。夏粮收购开秤后，天长市还鼓励和支持各类市场
化主体开展收购，严厉打击各种损农、坑农的不法行为，切实维护粮
食市场流通秩序。

今年天长市小麦种植面积达96万亩，预计产量可达38万吨，目
前，粮食部门正落细落实各项措施，全力保障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
落实，全力以赴为农民服务。 （陈 明 俞登文）

落实政策强化服务 让百姓吃上“定心丸”

本报讯 今年以来，天长市残联超前部署、压实责任、精准施
策，统筹做好2022年度惠残民生工程，圆满完成残疾人康复民生实
事任务。

提前谋划，组织安排得当。天长市残联提前组织工作人员入户
进行全面摸排，精准确定民生实事康复救助对象。转变模式，助力
康复救助。面对突发疫情，天长市残联督促康复机构及时启动线上
康复教学模式，通过QQ、微信等点对点发送残疾儿童康复教学视
频，确保残疾儿童在家停课不停学，康复不间断。精准适配，辅具助
残暖心。天长市残联组织辅具专家通过“查、看、摸、询”等方式，开
展残疾儿童辅助器具筛查及评估适配工作，为符合条件的脑瘫儿童

“量体裁衣”制定了矫形器和辅具处方。
截至目前，天长市为740名精神残疾人发放药费补助；为158名

残疾人实施康复救助，其中康复训练99人次、人工耳蜗手术1人、假
肢矫形器29人次、辅助器具29人次，超额完成2022年度残疾人康复
民生工程目标任务。 （卢 鸣）

残疾人康复民生实事任务圆满完成

本报讯 今年以来，天长市医保局严格落实省、市改作风办实
事优环境工作要求，加快健全医疗保障经办管理服务体系，以标准
化、规范化、便利化、智能化为着力点，探索创新医保经办业务下沉
基层，不断提升为民服务水平。

推进经办运行标准化。大力推行一次告知、一单受理、一次办
好以及“承诺制”和“容缺受理制”，积极实现一网通办、一站式联办、
一体化服务，逐步将更多的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推送到互联
网终端和移动终端。

推进服务供给规范化。完善医保经办场所建设，科学设置功能
服务区，合理配置自助查询机、便民服务箱等便捷化设施，严格执行
首问负责、一次告知和限时办结等制度。采取线上线下高度融合的
服务方式，推出医保工作人员“帮办、协办”，解决老龄化面临的“数
字鸿沟”问题。

推进为民办事便利化。推深做实下沉经办服务事项办理工作，
落实村（社区）、镇（街道）和卫生院等多渠道受理，实现更多医保服
务事项“就近办”，杜绝基层群众办事往返跑。开展告知承诺制和容
缺受理服务模式，推行帮办服务，切实解决老年群体或其他特殊群
体在医保服务中遇到的困难。

推进信息平台智能化。推动更多医保服务事项“网上办、掌上
办、刷脸办”以参保群众的需求为导向，通过业务流程再造、压缩报
销周期，提升办事效率，推动医保通办、医保快办、医保好办。加强
皖事通“我的医保”应用宣传，使天长市参保群众可随时知悉参保
信息、缴费记录、消费记录、个人账户、医保目录等15项便民医保服
务信息。 （苏承轼）

医保局探索创新基层医保经办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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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天长市军地领导与9名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领取优待证代表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