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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挖掘皖东特色美食资
源，展示天长“一镇一品”美
食菜系，以美食促进全域旅
游，11 月 11 日，天长市文旅
局、农业农村局等单位联合
举办了皖美好味道、新徽菜、
名徽厨“食为天 滋味长”首
届美食大赛暨农特产品展销
会。该市 16 个镇（街）代表
队数十名参赛选手现场秀厨
艺，亮绝技，为人们展示了千
秋宴、全鹅宴、芡实宴等一桌
桌、一道道美味佳肴。同时，
该市数十家农副产品生产、
加工主体还进行了农特产品
展示展销。

（李炳旺杨天辉）

本报讯 近日，2022安徽省自驾游大会暨滁州岭脊线“天长99
公路”百车自驾游活动正式开始。本次安徽省自驾游大会以“安徽
人游安徽”为主题，共推出江淮分水岭风景道、皖南川藏线、黄山世
界遗产旅游风景道等十条自驾精品线路。天长99公路是江淮分水
岭风景道线路的其中一站。

当天一早，车队仿佛一条长龙井然有序地向来天交接“天长99
公路”入口处驶来，开始了自驾游天长段的游览之旅。游客们沿途
游览了长山村村史馆、釜山度假区、“践行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摄影
展等地，深度体验天长市丰富的文旅资源，领略天长的生态美景。

据了解，99 公路以“天长地久”为主题，全长 53 公里，起点为
G345来安交界，途经汊涧、新街、郑集、冶山、金集五大美丽乡镇景
点，形成一条完整的景观带。 （吴子涵）

安徽人游安徽 自驾游到天长
“欺凌同学也是违法犯罪，会受到处罚。”这是不

久前，天长市汊涧中学一些学生在听了天长市关工
委、司法局、教体局共同举办的“‘五老’法治宣讲团”
法治报告后说的话。今年，天长市关工委广泛开展了

“法治教育进校园”活动，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关爱明天，普法先行”。近年来，天长市关工委

立足实际，突出重点，争创特色，“三化”（常态化、多
样化、社会化）同步，深入开展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
青少年普法教育普及率达99%，学校没有出现一起青
少年违法现象。日前，该市关工委荣获“全国青少年
普法教育先进集体”称号。

精心组织，青少年普法教育常态化

天长市把青少年普法教育纳入“八五”普法规划
之中，并做到普法教育常态化。充分发挥学校主阵地
作用。该市所有中小学都聘任了法治副校长，并建立
法治教育长效机制，广泛深入开展“法律进校园”“青
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周”“关爱明天、普法先行”、宪法诵
读等校园普法专项活动；以法庭、看守所、禁毒教育基
地、法治文化园等为依托，建立侧重德育、法治等主题
的青少年宣传教育基地，开展法治实践活动。组建以
老党员、老干部、老战士、老教师和老模范等“五老”志

愿者关爱宣讲团法治宣讲组，聘任部分在职干警参
与，成立“五老+在职干警”法律常识课题组，道德和法
治教育课题组，交通安全、消防知识、反信息诈骗、禁
毒、防溺水课题组，常态化有针对性地在中小学进行
巡回普法教育。2021 年以来，该市在各学校组织的
普法教育活动多达 400 余场次，受教育学生近20万
人次。

多措并举，青少年普法载体多样化

针对青少年学生思想活跃、活泼好动的特点，天
长市贴近青少年学生需求，把青少年普法教育与多样
化活动开展相结合，充分利用抗大八分校、烈士陵园、
天长好人馆、法治教育园等德育资源开展活动；每年
举办中小学生法德故事读书月，“茉莉花”杯法治征
文、演讲比赛，“读法律书、做守法人”“远离黄毒、远离
网游”“法律伴我成长”等活动；创新“法德故事校车
行”青少年普法模式，征集精选50篇法治、美德故事，
录制音频，在该市98辆校车上播放；组织开展“模拟法
庭”教育活动，通过法治教育实践提升青少年学生法
律素养。同时，联合天长市教体局，指导各校利用班
级黑板报开设普法园地，利用学校广播站开设普法栏
目，依托校园道路、广场建设法治长廊、法治橱窗，真

正把法治元素融入校园文化。许多学校还举办“法律
伴我成长”征文比赛、“法律在我心中”演讲比赛、法治
书画展等活动，有效深化法治教育效果。

部门联动，青少年普法教育社会化

天长市关工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积极调动各
职能部门的积极性，明确职责，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联合天长市公安局，投入80万元，在天长市工业学校
建成声光电一体化设计的全市青少年禁毒教育基地，
利用动漫等青少年喜欢的形式开展校园禁毒教育。
目前，已有万余名中小学生在看、听、演、做中增强法
治体验，提升法治素养；联合天长市直各相关部门深
入推进“青少年维权岗”，建立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依法保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联合天长市文广新局，
在建立网吧远程监控管理系统，力求彻底解决网吧监
管难问题的基础上，指导各镇（街）建立“五老”网吧义
务监督员队伍，定期不定期开展网吧义务监督工作，
举报黑网吧、监督网吧规范经营、教育劝导未成年人
不进营业性网吧；联合天长市法宣办在各学校开办家
长法治学校，定期对学生家长进行法治培训，开展“小
手牵大手”“我与父母同学法”等活动，使学生和家长
法律意识共同增强。

天长：“三化”同步青少年普法教育结硕果
李炳旺 汪昌化

本报讯 红烧肉、红烧仔鸡、家常小炒、青菜豆
腐汤……随着午餐时间的临近，一道道精美可口
的菜品已准备完成、摆放完毕，静待老年村民们前
来享用。近日，万寿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助餐点正
式运营，前来就餐的老人络绎不绝。

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既是老年群体关心的“关
键小事”，也是事关千家万户的民生实事，更是镇
党委政府工作的“头等大事”。万寿镇党委政府积
极落实上级暖民心行动要求，高度重视老年助餐
服务，党员干部、人大代表多次实地调研老年助餐
服务工作，听取各方意见建议，精心开展老年助餐

服务行动，真正把好事实事办到村民心坎上，不断
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为真正把老年助餐服务办到群众心坎上，让
老年人可以更加方便地实现就餐，镇党委政府综
合村民意见，结合该镇实际情况及10分钟就餐服
务圈科学规划布局，在万寿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设
立助餐点，就近解决老年人吃饭难、吃饭贵的问
题，饭后还为老人提供休闲活动场所，免费为就餐
老人提供休闲娱乐、心理疏导等服务，让老人“暖
胃”又“暖心”。

（叶文生 陶 唯）

万寿镇：托起老人幸福“食”光

本报讯 连日来，新街镇通过改造提升基础设
施、规范秩序管理、加强卫生保洁等举措，刷新集
贸市场的“颜值”与“内涵”，切实守护好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

新街镇紧紧围绕“干净卫生、清洁明亮、管理
有序”文明菜市要求，邀请天长市商务局专业人员
和第三方设计公司共同制定改造方案。自9月初
启动以来，该镇累计投入资金37万元对集贸市场
进行全面整治提升，修缮损坏的排污井盖、摊位瓷
砖、坑洼路面，配套改造了电气、下水道、采暖、消
防、照明灯具等基础设施，并对集贸市场公厕进行
提档升级。摊位、过道、公厕焕然一新，蔬菜、肉
类、水产等分区清晰，“脏乱差”变成了“洁净美”。

在扮靓环境的同时，该镇注重增强商户和群
众的文明意识，紧抓文明创建契机，在集贸市场内
发放宣传册400余份，张贴文明餐桌、公筷公勺等
公益广告10余处，引导商户自觉文明经营、群众
自发守好文明准则，在潜移默化中改善经营氛
围，提升市场管理水平，让集贸市场不仅有“面
子”更有“里子”，切实守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菜
篮子”。

同时，该镇环境办、市场所组成专班针对卫生
保洁、计量称重、食品安全等方面实行长效督查日
常管护，重点对违规经营、占道摆放等不规范、不
文明经营行为进行劝导教育，并指导商户及时整
改到位。 （胡玉萍）

新街镇：让群众“菜篮子”拎得更安心

本报讯 为响应“书香社会”建设的号召，整合
社会图书资源，进一步丰富少儿图书馆馆藏图书，
提升少年儿童文化生活质量，11月10日，广陵街道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开展了“爱心传递、好书共
享”少儿图书捐赠活动。

活动前期，该街道就面向机关和居村工作人
员发起了捐赠少儿图书倡议，动员大家积极参与
奉献爱心志愿活动，把家中适合的少儿类书籍送
到更多孩子身边，让优质图书陪伴少年儿童学习

和生活，让爱心温暖孩子们的成长之路。在当天
的捐赠活动过程中，大家早早地将家里的闲置的
少儿类图书分类捆扎，并按要求送到街道制定捐
赠点，捐赠书籍涵盖少儿绘本、红色书籍、儿童科
普等方面。所捐赠书籍由该街道文明实践所工作
人员按照捐赠图书要求，分别登记造册，所有图书
均内容健康向上，无破损、无少页，不影响正常阅
读。据悉，此次捐书活动，有80余人参加，共捐赠
图书达300余册。 （刘世军 陈思娟）

广陵街道开展少儿图书捐赠活动

本报讯 大通镇自推行移
风易俗“积分制”管理模式以
来，一直把“遵纪守法”“孝老爱
亲”“移风易俗”“爱护环境”“热
心公益”等内容纳入移风易俗
积分项目。今年5月以来，大通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移风易
俗积分制”系列宣传活动在大
通镇各村（社区）内广泛开展，
活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摊点、
开展移风易俗积分制宣讲、积
分公示等形式引导村民破除陈
规陋习，养成科学文明、绿色健
康的生活方式，让健康生活、文
明和谐的绿色理念深入人心。

积分制推行，让基层管理
有“力度”。大通镇共12个村社
区，以组为单位划分积分网格，
以户为单位参与网格积分制管
理，建立“一户一档”的积分制
档案，推选村（社区）网格内有
威望、讲信用的老党员、老干
部，负责记录、审核、上报村民
积分。采取“一周一审核、一月
一公示”的方式，让积分公开透
明，接受群众监督。各村成立
积分复议小组，在积分公示一
周时间内，对积分存在异议的
村民可向村委会提出积分复
议，以确保积分的评议结果的
公平公正。

积分制管理，让村民行为
有“温度”。积分制设立“热心
公益”作为积分项目，一大批热
心的党员和群众积极参与村
（社区）公益活动，纷纷践行移
风易俗，参与社区（村）自治。

（胡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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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14日，天长市委宣传部、天长市委网信办组织自
媒体开展网眼看天长采风活动，用自媒体声音，展现天长“新颜值”，
汇聚天长正能量。

活动指出，各自媒体从业人员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制作有温
度、有高度、有情怀的自媒体作品，打造自媒体品牌，传播天长好声
音，讲好天长故事，为宣传天长、建设天长作出积极贡献。

启动仪式后，应邀到来的自媒体代表30余人，先后来到胭脂山
公园、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永丰镇水杉大道、圣丰农业园、全民健
身中心、天长市荣誉国际酒店、文化艺术中心等地进行采风取景，现
场制作微信、抖音等新媒体作品进行网上宣传，用镜头记录天长新
变化及创新、创业、创造发展新成效，营造“爱天长，赞天长”的浓厚
氛围。

此次采风活动，充分发挥了网络新媒体优势，广泛利用微信、视
频号、抖音等平台深入宣传，线上线下同频共振，图文并茂全方位展
示，为展现天长发展变化助力添彩。 （陆华琴）

“网眼看天长”自媒体采风活动举办

本报讯 今年以来，天长市围绕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特
点，通过新建综合“学习站”、合建商圈“服务站”、融建社区“培训站”
的方式，在城区多点布设多功能“红蜂充电站”，推动新业态新就业
群体党建工作有形有效、落地落细。

新建综合“学习站”。在天长市快递、外卖、物流等6家大型新业
态企业内部，新建面积不少于60平方米的综合“学习站”，站内配套
党旗党徽、理论刊物、“有声书屋”等党建元素，为新业态企业党员提
供集中学习、组织活动的“主阵地”。

合建商圈“服务站”。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整合3个城市商圈、
11个热心商户的闲置空间、公共场地，合建14个商圈“服务站”，内
设空调、微波炉等生活基础保障设施，上墙发展党员流程图、服务站
分布图、党员活动剪影等，为新就业群体提供歇脚吃饭、纳凉取暖、
停车充电的暖心站点，增强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融建社区“培训站”。依托城区4个定点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定期邀请社区干部、司法专干等基层治理骨干，为新就业群体开展

“矛盾调解、公共卫生、消防安全”等业务的专题轮训，引导参与异常
情况预警、突发事件直报、社情民意传递等社区治理工作。经过6期
培训，已轮训130余名外卖骑手、快递员。 （沈书琴 宋 震杜 钰）

“红蜂充电站”助力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秋种质量，加快播种进度，连日来，天长
市积极组织农技人员抢抓有利天气，走进田间地头，与农户面对面
交流，引导农户有序开展秋种工作，加强秋种技术指导，为来年粮食
丰产丰收奠定基础。

在天长市仁和集镇界牌社区的一处麦田里，农技人员正与当地
农户查看土壤墒情，详细讲解土壤处理、配方施肥等秋种技术要
点。受夏季高温及近期低温阴雨天气影响，今年水稻收割、小麦播
种较往年有所推迟，针对今年小麦播种时间紧、任务重的实际情况，
天长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多队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围绕秋种
生产的目标任务，指导农户因地制宜选品种，适墒整地播种，为明年
夏粮稳定生产打好坚实基础。

为加快进度确保播种质量，近年来，天长市还积极引进大型新
型机械，采用新技术，大力推广机械化作业，同时组织秋种现场会，
现场演示旋耕施肥播种开沟、高畦降渍旋耕施肥播种等农机化作
业，加强粮食生产机械化技术推广，为农业生产提供强有力支撑。
据了解，今年天长市计划播种小麦面积96万亩，已种植65.53万亩，
占计划种植面积的 70%以上，3.2 万亩油菜种植已经全部完成。

（陈 明 俞登文）

农技指导到田头 秋播秋种有保障

本报讯 近日，安徽省天长市和江苏省高邮市、金湖县河湖长办
执法人员从仁和集镇洋湖大闸出发，查看高邮湖沿线湖岸滩涂、支
流河道治理、水质监测、岸线水生态保护等情况。这是两省联防共
治，推动高邮湖流域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的一幕。

高邮湖连接安徽天长市和江苏省高邮市、金湖县，是全国第六
大淡水湖，水域总面积为760.67平方千米，水位5.55米，是多种候鸟
的栖息地，天鹅、东方白鹩、丹顶鹤、白鹭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在此
繁殖越冬，它还是淮河入江水道整治工程的主阵地。今年以来，天
长市与江苏省高邮市、金湖县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精神，合
力推进高邮湖流域及其干支流水生态环境联防共治。三地建立信
息共享、共同管理及联合办案、联席会议、联合巡湖（河）、联合保洁、
联合监测、联络员等“二共六联”工作机制，统筹上下游、干支流、东
西岸、陆域与水域系统治理，共同构建高邮湖流域生态环境一体化
格局。

截至目前，三市县联合执法打击非法取土、倾倒建筑和生活垃
圾13处，关停沿岸非法生猪、鱼蟹等水产养殖场9家，移除清理废弃
渔船、网箱等33件，非法取土、倾倒垃圾等问题已经清零。

（范 明 胡 斌 徐金荣）

推动高邮湖流域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

打擂台打擂台
比技艺比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