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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行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行动

本报讯 农家书屋是全民阅读在农村
的主阵地，也是农民享受精神文化需求的

“粮仓”。近年来，市司法局依托现有资源，
助推农家书屋提档升级，打造“三式”法治
阅读，为法治乡村建设“添书香”。

“居家式”农家书屋。以群众实际需求
为出发点，充分发挥全市1246个农家书屋
资源优势，融传统文化于“农家书屋”升级
改造中，新增图书刊物、建立借阅制度、规
范图书分类、更新书架桌椅设施等举措，完
善配套设施，助推农家书屋提档升级，打造
集乡村文化礼堂、农村影院、农村书画室、
乡村少年宫等为一体的多功能农家书屋。
今年以来，新开设100余个普法图书角，补
充近2万册普法书籍，力争让“农家书屋”，
成为“法治新地标”。

“沉浸式”读书沙龙。市司法局、市法
宣办创新普法形式，充分发挥农家书屋、法
律图书角的作用，联合各县（市、区）法宣办
在农家书屋开展乡村“法律明白人”读书
会、为民补“典”等系列活动，邀请律师、普

法志愿者等带领法律明白人一起读书看
报，学习法律知识，聊一聊日常生活中遇到
的土地征迁、邻里纠纷等问题，通过举办各
类沉浸式阅读活动，不断营造农村全民阅
读氛围，让“法律明白人”在读书看报的轻
松环境中提升法律素养。

“便捷式”法治阅读新体验。以“就近、
便捷、实用”为原则，在全市街道乡村各个公
共法律服务窗口、群众办事大厅等投放电子
阅览器、移动借书设备，实时更新播放法治
案例、微视频，开展本地法治文化作品展
播。将“小伍说书”“法治花鼓”“105.4法治
滁州”等一批法治文化作品动态展现在群众
面前，实现了“由人向人”到“由机向人”的普
法形式转变。

（刘申夏）

我市“三式”法治阅读为乡村振兴添“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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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升平安建设影响力号召力，日前，
凤阳县委政法委在小岗农业有机产业园开展平安
建设集中宣传。活动通过设立宣传点、悬挂横幅、
发放宣传单页等方式，向群众广泛宣传反邪教、扫
黑除恶、国家安全、电信诈骗等平安建设知识，引

导实名注册反诈APP。发放宣传资料2500余份，
送出宣传小礼品1200余份次。通过面对面宣传，
切实提高人民群众对平安建设工作的认知，营造
人人参与平安建设的浓厚氛围。

（姜明芳 张云霄 全媒体记者包增光）

凤阳开展平安建设集中宣传

为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助力实现精神共富，7
月以来，定远县永康镇组织15个村居农家书屋开
展新乡村阅读季读书打卡100天活动。农家书屋
管理员将线下送书与线上阅读相结合，将传统阅
读与电子阅读相结合，将农家书屋建设与服务功

能拓展相结合，积极发动亲朋好友、乡邻村民，加
入阅读队伍，引导和带动更多农民群众参与新型
阅读、健康阅读。截至目前，永康镇15个村居农家
书屋管理员阅读打卡平均积分超过1000分，人均
发展会员100余人。

（刘映松）

永康镇积极开展新乡村阅读活动

明亮的大厅、可口的菜肴、开心的笑脸……日
前，记者在琅琊区琅琊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看见，一
些老人正在这里安心吃饭。“每周菜谱不重样，这
里有8元至15元的不同套餐，价格实惠，我们今后
就在这里就餐啦。”家住红叶山庄的魏阿姨高兴地
表示。

“在选材上拒绝使用冷冻食品，制作过程中结
合不同老人，不同口味，考虑到老人的牙口不好，每
天都会有一些松软的菜，例如：海米蒸蛋、家常豆
腐、珍珠肉圆等。”琅琊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魏
莉介绍，琅琊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结合辖区 4826 位
老人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特别是在
老人就餐方面，既要老人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健
康，又要老人享受到更多的优惠政策。

据了解，为深入推进老年助餐服务暖民心行
动，琅琊区早在 2020 年便把助餐功能作为养老服
务设施建设的重要功能，一体规划、一体设计、一体

建设，全区 35 个社区养老服务站均具备助餐功
能。今年以来，该区指导社区养老服务机构通过问
卷调查、入户走访等形式开展老年助餐服务需求调
查2000余次，摸清老年人年龄结构、身体状况、就
餐需求、消费能力等，分类设置老年食堂或社区助
餐点。预计10月底前，将完成1个老年中央厨房、
13个老年食堂和21个社区助餐点建设以及验收工
作，构建“1+13+21”老年助餐服务模式，全面推开

“颐食无忧”老年助餐服务品牌建设，让老人吃上
“暖心饭”。

为推进老年助餐工作快速走上正轨，加快实现
社会化运营，琅琊区坚持政府主导，广泛吸收社会力
量参与，规范探索运营模式。琅琊区对老年人区分

“三类五档”，每人每天给予1至5元的助餐补贴，兼
顾公益性与普惠性，优先保障特殊困难老年群体；同
时，在省补资金基础上，对新建老年食堂给予5至15
万元、老年助餐点给予2万元的建设补贴，对认定的
助餐服务机构根据年老年人就餐人次每年给予1至
2万元的运营补贴，引导和支持社会化可持续运营。
该区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市场，同时明确老
年助餐由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统一运营，做到老人就
餐与养老有效衔接。目前，已引入江苏禾康养老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国民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等10余家现代化养老企业进驻运营。

琅琊区注重在菜品质量、助餐服务、老年人延
伸服务等方面提质增效，推动老年助餐工作行稳致
远。该区通过入户宣传、手机定向发送短信、开展
免费试吃等形式积极开展老年助餐服务宣传，让辖
区老年人全面了解助餐服务，为近200名高血压、
糖尿病等常见老年病患者定制“健康餐”。投入
125.7 万元开展居家和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示范项
目，定制智慧养老社区服务系统，突出智能助餐模
块，实现账户充值、刷卡消费、账户管理、记录查询
等多项功能，为1890名老人办理助餐卡，消费数据
无缝对接监管平台。拓展智能化刷脸支付、扫码支
付等不同付款方式，满足不同文化层次老人就餐需
求。按照多样化、个性化、体系化服务要求，通过招
募志愿者、链接跑腿公司等渠道为腿脚不便的老年
人提供送餐上门服务。同时，提供拓展助浴、家政
等有偿服务，满足老年人其它现实服务需求。

“我们将加强服务质量和食品安全日常监督管
理，全力以赴做好老年助餐服务暖民心行动，让老
年人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琅琊区民
政局负责人表示。

让老年人吃好“暖心饭”
——琅琊区做好老年助餐服务暖民心行动侧记

全媒体记者喻 松 通讯员周玲玲 叶文英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 琼 实习生
王晓天）为推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走
深走实，我市着力提升全链条追溯、食品和
农产品检测、标准管理和风险监测、“互联
网+监管”等食品安全监管能力，保障人民
群众的舌尖安全。

提升全链条追溯管理能力。建成我市
重要产品追溯管理平台并与省平台完成对
接，全市47家规模以上食品生产企业完成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开展食品安全管
理人员培训，食品安全管理员抽考完成率
100%；开展食用农产品合格证产地准出和
市场准入衔接试点工作，全市食用农产品
市场建立市场销售户建档率100%；对不合
格食品依法及时召回并处置，未发生召回
或销毁的食品流入市场。

提升食品和农产品检测能力。对全市
农产品和食品进行全面抽检，抽检信息全部
录入国家食品安全抽检信息系统，对抽检中
发现的不合格食品，责成相关县级市场监管
部门依法予以查处；对国抽不合格食品核查
处置案件及时上报、限期整改，公开发布抽

检信息，保护消费者，警戒违法者。
提升标准管理和风险监测能力。组织

实施酒类产品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安徽省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代用茶》跟踪评价与宣
贯培训工作，完成常态和专项跟踪评价调
查表的线上填报；严格做好企业标准备案
监测，积极开展食品安全标准、保健食品相
关标准知识宣传工作；多部门联合制定《滁
州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案》及详细的分
月采送样计划，及时采样并上报检测结果。

提升“互联网+监管”能力。市市场监
管局在全省率先编制《滁州市智慧市场监
管项目建设方案》，目前项目一期已建成市
场综合监管平台运行指挥中心，实现12315
投诉举报中心和气瓶监控中心联动办公，
通过视频会议系统，上连省局、下连至各县
（市、区）局，实现对全市市场监管远程网络
指挥调度。

我市提升监管能力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全民动员迅速掀起创建热潮
确保国家卫生城市首创首成

本报讯（张伟伟 全媒体记者李邦军）
近年来，南谯区以满足水资源管理需求为
目的，编制了《农业灌区取水计量数据采集
服务》方案，多措并举全面扩大监测计量覆
盖面、提升数据准确度和及时性。

全面调查，制定方案。多次召开推进会，
对列入建设计划的22家农业灌区取水口现
状及取水计量设施安装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明确建设任务和目标，同时委托安徽省（水利
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研究院编制《南
谯区农业灌区取水计量数据采集服务实施方

案》，指导各灌区开展取水计量实施建设。
因地制宜，分类实施。结合灌区实际，

分别制定取水监测计量设施安装方式，此
次农业灌区取水计量数据采集项目是对全
区已颁发取水许可证的22处灌区开展全覆
盖取水计量监测，监测实施灌溉面积约10
万亩，完成38处监测站点建设。

科学安排，有序推进。科学合理安排
工期，强化工程调度，稳步推进项目建设，
同步做好计量监测数据传输调试，确保上
传数据准确性和及时性。

南谯全面推进农业灌区取水计量数据采集项目建设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包增光 通讯
员魏昕亚 实习生王晓天）今年以来，滁
州交警一大队以基层党组织建设“六亮”
行动为抓手，创新“三同步”工作法，以党
建工作支撑公安业务，助力提升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水平。

业务学习和政治学习同步提升。着
力创建“学习型党支部”，建立完善“党建
学习+业务学习”深度融合同步提升工作
方法。落实“三会一课”，每周工作例会
前必先开展政治学习，党小组学习延伸
到岗亭，锤炼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

提升业务素质。
民警辅警日常组织生活同步开展。

在队伍建设中不断探索创新，党员民警
与党员辅警共同管理、共抓党建，辅警队
伍正规化建设不断提升。积极吸收优秀
辅警入党，把作风过硬、立场坚定、甘于
奉献的优秀辅警与民警同步培养，激发
辅警干事创业热情。

党建工作与公安主业同步推进。在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中，开展“亮明党
员身份、争当时代先锋”活动，坚持公安
工作到哪里，党建工作就跟进到哪里。
找准党建与文明创建、事故预防、疏堵保
畅等重点工作结合点，最大限度将党建
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滁城交警以“六亮”行动提升交通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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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马 丽 全媒体记者张开
兴）今年以来，来安县三城镇以“六亮”行
动为抓手，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
力、凝聚力、战斗力，动员激励各类人才在
乡村大展身手，服务保障乡村全面振兴。

该镇党委结合“六亮行动”相关要求，
在三城镇党性教育馆及天涧村“振兴学
堂”的基础上，着力打造党员活动室，作为
党员干部培训、活动、议事、宣誓的新阵
地。通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组织生
活会等迅速把全镇992名党员紧密团结
在一起，做到“有党员的地方就有党组织，
有党组织的地方就有党员活动阵地”。

建立一体化、共享式、多形式的培训

体系，精准培育一支乡村振兴干部人才队
伍。从单一的课堂学习，到实践与理论的
融合，从书面的理论学习，到“沉浸式”的
实践锻炼，多措并举激发基层党组织党员
学习热情，着力筑牢党员理想信念根基。
截至目前，共引进研究员2名，副研究员2
名，博士2名，硕士4名，副高职称2名，为
亮品牌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以实施六亮行动为契机，推进乡村
振兴项目建设。兴建三城镇农产品深加
工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培优做强村级
优势特色产业。建设新型农业鱼菜共生
一体化项目，打造高科技农业种养殖基
地，可实现村集体收入超60万元。

三城镇抓实“六亮”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讲得太好了，教育
孩 子 就 该 这 样 ……”不
时响起的阵阵掌声，是
家长对专家育儿经验的
内心赞许。近日，南谯
区银西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心晴驿站”内，心理
学讲师许老师利用专业
知识、丰富实践、典型事
例，引导如何正确处理
亲友关系，在社区居民
中产生强烈共鸣。

“‘心晴驿站’是我们
社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建设、培育居民积
极向上心理心态的重要
平台。”银西社区党委书
记许平告诉记者，加强
社 会 心 理 服 务 体 系 建
设，是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今
年 1 月 ，银 西 社 区 启 用

“心晴驿站”心理咨询中
心，为培育自尊自信、理
性平和、积极向上社会心
态，作出有益尝试。

记者发现，占地面积约60平方米的“心晴
驿站”，整体采用暖色为主色调，给人一种舒适、
清爽的氛围感。优雅的环境和温馨的氛围，能
够起到治愈心灵的效果。“心晴驿站”设备齐全，
拥有心理咨询室、沙盘治疗室、图书阅览区、情
绪宣泄室等多个区域。

在心理咨询室，居民能够得到充分休息和
放松，得到心理咨询师的启发帮助和心理风险
评估预警。在沙盘治疗室，来访者在沙子世界
里充分发挥想象力，在沙盘内摆放各式各样的
植物、动物、建筑物等模型，供心理咨询师分析
判断。在图书阅览区，居民通过阅读放松心情，
敞开心扉与咨询师交流。在情绪宣泄室，通过
智能击打系统和体感互动宣泄系统，尽快恢复
心理健康。

许平在多年的社区工作中发现，近些年以
来，由于社会的不断进步，心理健康已经受到越
来越多人的关注。银西社区探索建立“心晴驿
站”，针对缓解孩子学习、成人就业、老人养老等
诸多人群、各个方面的压力，邀请专业社会服务
机构和心理专业人士加盟，将心理健康教育服
务常态化，让更多家庭和居民受益。

唯有心安，才有民安。新时代下，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包括健康愉悦的精神生
活。“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借助心理疏导、
心理治愈等方法，让辖区需要帮助的居民心里
畅快、心灵愉悦，保护他们的心情‘绿码’时时在
线，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许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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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南谯区珠龙镇创新火龙果专业合
作社，社员正在采摘火龙果。该合作社目前有
大棚20个，年收入40多万元。

近年来，珠龙镇结合近郊优势，积极引导农
民开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从传统的种植业转
型为以火龙果、蓝莓、葡萄、草莓、水蜜桃等高附
加值特色产业为主的观光休闲农业，通过农旅
融合进一步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特约摄影董 超摄

暖民心 见行动

调结构 促增收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作为一名党
员，曹加鹏始终把家国情怀深深植根于自已的心
中。工作中，他一向以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为准
则，爱岗敬业，默默奉献。生活中，他爱着家人，关
心他人，同家人一起营造了一个和谐、温馨的大家
庭。曹加鹏家庭获评2021年“滁州市文明家庭”。

爱国守法，恪尽职守。曹加鹏坚持勤奋学
习、忠于职守，以一颗对祖国的的赤子之心在工
作中任劳任怨，踏实肯干，认真负责，深受领导和
同事的好评。家庭成员自觉遵守社会公德，从不
参加赌博和封建迷信活动，致力于环境保护，用
心参加健身锻炼，养成了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
他们一家人还热心于公益事业，用心参加各项献
爱心活动。

尊老爱幼，家庭和睦。相濡以沫人生路，曹加

鹏夫妻结婚以来相敬如宾，孝敬公婆，善待父母，
在家中能抢挑重担，任劳任怨。兄弟姐妹之间团
结和睦，有困难互相帮忙，是一个和睦的家庭，经
常受到邻里的称赞。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这种美德在他们家中表现得更细致入微。
夫妻俩经常带着儿子玩耍、学习，和孩子亲切交
流，营造平等的家教氛围。儿子在家中尊敬长辈，
孝敬父母，自理能力强，是个懂事、活泼、孝顺的好
孩子；在学校更是严格要求自己，刻苦学习，兴趣
广泛，尊重老师，团结同学，是老师的好帮手，是同
学们的好伙伴。

勤俭持家，邻里和谐。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物
质生活追求淡泊，不慕新潮，不摆阔气，崇尚节约，
反对浪费。经常教育子女一菜一饭，当思来之不
易。在他们的影响下，全家衣着朴素大方，生活精
打细算，用之有度。但对外，他们全家十分善良热
心，极具同情心，与邻居都能够和睦相处，经常帮
忙邻居解决家中困难。节假日更会主动走访邻
里，街坊邻居关系十分融洽。

爱岗爱家守初心 团结和睦扬家风
——记滁州市文明家庭曹加鹏家庭

张媛媛

近日，琅琊区遵阳街道组织文明创建专干、物
业管理专干、各物业公司项目经理，开展文明创建
暨垃圾分类设备设施选点培训会，大力推进垃圾
分类工作。该街道要求全面发动、全面参与、多措

并举做好垃圾分类推进工作，按照时间节点保质
保量完成既定目标，为辖区居民营造优美整洁的
工作和生活环境。

（胡久涛 全媒体记者包增光）

遵阳街道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