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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健身在行动快乐健身在行动
为深入贯彻落实快乐健身行动，营造全民健身的氛围，今

年，凤阳县举行“骑行凤阳·凤砂杯”2022首届江淮分水岭风景道

环卧牛湖山地自行车骑游活动，提升群众科学健身的意识，激发

群众健身的积极性，提升居民家门口健身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庄安琪摄

本报讯 自全省暖民心行动启动实施以来，全市上
下因地制宜细化实施方案，实化工作举措，推动各项民
生实事落到实处。今年以来，凤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
视，精心部署，扎实推进，用心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的
问题。通过暖民心行动，实现为民生“加码”，为大美凤
阳建设“加力”。

强化组织领导。凤阳县成立了以县委、县政府主
要领导为双组长，常务副县长为副组长，发改、民政、人
社、卫健、教体、商务、住建等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暖民
心行动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解决民生工作重点难
点问题。“就业促进”“新徽菜·名徽厨”等十项行动分别
组建了以分管县长为首的工作专班，负责协调推进专
项行动深入开展。期间，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召
开专题会议听取牵头单位专项行动推进情况汇报，研
究解决工作堵点，并深入项目点调研指导，推动行动提
质提效。

加强舆论宣传。坚持以提升群众暖民心行动知晓
率为切入点，注重运用多种方式加强行动相关政策、做
法、成效等宣传，学校、医院、菜市场、商超、公交站台、

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成为暖民心行动宣传重要阵地。
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张贴海报 1200 余幅，发放宣传单
（卡）30万余张，悬拉横幅100余条，发送宣传短信109.5
万条，各类媒体发布视频、文字宣传材料500余条。

深入扎实推进。制定方案。县委、县政府制定印
发了《凤阳县就业促进行动实施方案》等“暖民心行动
实施方案”，明确了目标任务、工作措施、支持政策、重
点工作任务分工等。分工协作。县人社局、县民政局、
县卫健委、县教体局、县住建局、县商务局等6家单位牵
头实施 10项暖民心行动，其他相关单位与乡镇（街道）
密切配合。创新推动。“新徽菜·名徽厨”行动开展了

“进机关、进校园、进园区、进社区、进营区”等五进活
动；联合安徽机电工程学校、凤翔职业培训学校打造家
政服务人员培训基地；县人大、县政协组织部分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视察暖民心行动开展情况，积极建言献
策，助力行动深入扎实开展。

目前，全县暖民心行动 36 项指标任务全部完成。
其中：就业促进行动开发青年见习岗位 410个、短期见
习岗位250个、公益性岗位380个、临时性专项岗位250

个、新增技能人才 2977人；“新徽菜·名徽厨”行动开展
徽菜师傅技能培训 265 人；安心托幼行动新增托位数
600个，新增公办园学位 1260个；快乐健身行动完成居
民小区健身器材维护升级改造 45个，完成村（社区）健
身设施维修改造提升 42 个，参加体育项目培训人次
2.73万人，参加赛事活动人数9.7万人；老有所学行动新
增学习人数达 0.36万人，参与学习教育活动老人达 2.8
万人；放心家政行动各类技能培训5284人次；文明菜市
行动完成城区和乡镇菜市场整治8个；便民停车行动新
增城市停车泊位数 6114个；老年助餐服务行动建成城
市老年助餐点 23个、农村老年助餐点 39个；健康口腔
行动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暖民心行动集中选择了一批群众关注度高、反映
较为集中、当年就能见效的民生实事，是维护广大人民
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下一步，凤阳县将深入贯
彻落实省、市暖民心行动部署，坚持以提升群众满意度
为评价标准，扎实推进“暖民心”行动深入开展，切实增
强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凤阳县发改委）

一枝一叶总关情 惠民行动暖人心
——凤阳县暖民心行动侧记

本报讯 今年以来，我市聚力打好健康口腔行动四张牌，着力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截至10月底，全市健康口腔行动11项指标
已全部完成省年度目标任务，多项指标位居全省第1位。

强“主阵地”。聚力实施“健康口腔”暖民心行动，目前全市二级
综合医院（含中医院）单独设置口腔科比例达100%，二级及以上综合
医院（含中医院）牙椅数较2021年底增加18.75%；推广牙科适宜技术
项目已选7项，完成省目标任务。

建“人才库”。组织基层口腔医护人员专业培训257人，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服务人口超过2万的乡镇卫生院配备专职口腔医师比例达
49.3%，居全省第 1位。结合区域紧密型医共体、城市医联体建设，建
立口腔专科医院、三级医院口腔科对口帮扶机制，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100%。

优“服务单”。在全市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含中医院）口腔科开
设午间、晚间门诊，实施“无假日”门诊，实行弹性排班，方便患者诊
疗。利用秋季开学契机，实施局部涂氟项目的 3—6 岁儿童完成
16.3%；实施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项目的6—9岁儿童比例13.89%。

打“宣传牌”。启动健康口腔进校园活动，在全市 1123所幼儿园
及中小学中开展口腔健康教育师资培养，定期开展口腔健康知识讲
座。立足医疗机构主阵地，建立健康口腔知识宣传栏122个，发放健
康口腔保健知识宣传册、折页29.5万份，接受群众咨询5万人次。

（王启龙 魏雅鑫）

我市打好“四张牌”呵护群众“健康口腔”

本报讯 今年以来，我市扎实推进老有所学暖民心行动，充分整
合资源、创新载体形式、丰富教学内容，加强区域内老年学校建设，不
断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健全一个机制。市级成立“老有所学行动专班”，各县（市、区）分
别成立相应领导机构，形成“上下统一、党委领导、政府推动、条块结
合、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体制。市教体局牵头，加强调度，及时掌握
各地进展。全市招聘 40名应历届大学毕业生从事老年教育管理工
作，举办全市老年教育管理干部培训，提升管理人员能力和水平。

落实两个标准。严格落实安徽省普通高校老年大学建设指标标
准，以高校为开展老年教育的突破口，高标准建设滁州城市职业学
院老年大学、滁州职业技术学院老年大学，增加线下学位供给。严
格落实安徽省老年学校建设标准，对标学校名称、基本条件、管理制
度、课程教学、队伍建设、数字环境、办学规模、收费管理等方面的标
准要求，利用社区活动中心、乡镇文化站等现有资源新建、改扩建老
年学校。

强化三个保障。强化政策保障，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
（老年教育）发展意见的通知》等多项配套政策，将老年教育机构发展
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重要内容，加快推进实施。强化经费保
障，将各级老年大学（学校）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目前，各级财政计
划投入资金均已完成。强化宣传保障，在南湖公园、人民广场、清流
公园、农歌会广场、龙蟠公园等老年人聚集活动区开展助学志愿服
务，印发老有所学宣传学习资料4万份。同时开展媒体宣传、专栏宣
传、窗口宣传、固定场所宣传、重大活动宣传等全方位、立体化宣传，
为老有所学行动顺利推进营造良好的氛围。

聚焦四个方面。聚焦“可学”，实施“六个一”。改建一批、扩容一
批、新设一批、网办一批、开发一批、推广一批，有效增加线下学位供
给。聚焦“便学”，坚持就近、便学的原则，打造老年人身边的老年学
校（老年学习点），目前全市共建成老年人身边的老年学校（老年学习
点）101个。聚焦“乐学”，整合优化资源，开设老年人感兴趣、用得上
的课程和学习内容，普遍开设烹饪、保健、戏曲、书画等老年人喜闻乐
见的课程，同时各老年学校结合自身办学资源及老年人需求开设地
方特色课程。聚焦“能学”，将老有所学暖民心行动与快乐健身相结
合、与老年人体育活动相结合。结合城镇化建设进程，充分考虑镇、
村（社区）老年学校建设实际情况，积极探索校内和校外、室内和室
外、线上和线下、集中和分散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老年学校办学、老年
人学习多样化路径，提升老年教育的可行性、实效性。

（蒋新华 戴之兵 宣涤丽）

我市多措并举推进老有所学暖民心行动

本报讯 今年以来，我市大力实施学前教
育促进工程，努力提升学前教育服务水平和
服务能力，加快构建政府主导、社会支持、家
长参与的学前教育服务体系，推动学前教育
普及普惠发展。

加大基础建设投资，加快公办园建设步
伐。我市根据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要求和
生源变化、学位短缺情况，科学测算学前教育
公办园新建、改扩建的年度目标任务，进一步
扩大公办园学位供给，本年度规划了 20所公
办园项目。按规定履行立项、设计、图审、招
标、安全和质量报监以及联合验收等程序，确
保项目建设规范透明。项目实施过程中，开
展专项检查，建立平台通报制度，实行“清单
制+责任制”，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目前，20
个项目已全部建成，共完成建设面积67242平
方米，投资总额11271万元。

紧抓暖民心行动契机，强化财政保障力
度。切实履行学前教育投入主体责任，加大
对学前教育经费保障力度，出台滁州市《安心
托幼行动实施方案》，在省文件基础上提高幼
儿园补贴标准。明确各县（市、区）公办园生
均公用经费财政补贴标准不低于 700元/生·
年，普惠性民办园补贴标准不低于500元/生·
年，幼儿园延时服务补贴标准不低于 300元/
生·年，保障幼儿园正常运转和发展。

优化资助工作机制，实现困难家庭精准
资助。建立健全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和灾情
应急保障要求的学生资助工作机制，切实做
好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学生资助工作，上半
年完成学前教育幼儿资助5578人。四次开展
学籍数据与特殊困难群体数据比对，辅助学
校精准识别特殊困难群体学生，提升资助对
象识别精准度。完善教育系统内部以及学校

部门间学生资助工作分工协作机制，形成学生资助工作推进
合力。建立健全学籍与资助信息管理协调机制，开展资助数
据比对，防止因学籍重复导致重复资助。

丰富幼儿园服务内容，解决家长“急难愁盼”。教育、财
政、发改、人社、公安五部门联合印发《滁州市幼儿园延时服务
工作方案》，明确延时服务时间、内容、流程，建立经费保障机
制。9月开学，全市幼儿园延时服务全覆盖，切实解决了家长
按时“接娃难”问题。积极推进托幼一体化建设，鼓励幼儿园
在满足 3-6岁幼儿入园需求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园所资源开
设2-3岁托班。目前，全市已有133所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
幼儿近1600人。

（薛姗姗 严文琪 宣涤丽）

我
市
四
举
措
稳
步
推
进
学
前
教
育
促
进
工
程

本报讯 2022 年，我市幼儿托育服务快速发展，全市新增托位
3880个，完成省民生实事新增托位任务数 161.67%，完成进度位于全
省前3。

坚持目标引领。成立以市政府分管领导为总召集人，市卫健委、
市发改委等16个部门为成员的婴幼儿照护服务联席会议，出台了《滁
州市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政府政策清单》《滁州
市托育服务补短板工作方案》；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市对县目标管
理绩效考核。

坚持压实责任。市卫生健康委牵头制定《滁州市幼儿托育民生
实事实施方案》，经市“一老一小”联席会议审议后，以市“一老一小”
联席会议办公室名义与市民生工程办公室联合印发。制定《卫生健
康暖民心行动“安心托幼行动（托育服务）”实施方案》，指导各县（市、
区）进一步细化安心托幼行动措施。

坚持统筹协调。市发展改革委、市卫生健康委积极参加国家普
惠托育专项行动，做好项目申报和质量监控；市卫生健康委成立3岁
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加强托育机构监督指导；市财政局、
市卫生健康委制定《滁州市普惠性民办托育机构补助经费管理指导
意见》，对普惠托育服务补贴标准提高到不低于 100元/生·月。市发
展改革委、市卫生健康委、市住建局落实托育服务机构用电、用水、用
气执行居民生活类价格政策。

坚持营造氛围。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提供托育服务的机构摸底
排查工作，向机构和居民宣传安心托幼行动方案，协调推动机构落实
登记备案。5月 31日，市卫生健康委与市妇计中心、市计生协会、琅
琊区、南谯区联合部分托育机构开展幼儿托育民生实事宣传活动，大
力宣传幼儿托育服务，广泛传播科学育儿知识。制定《滁州市示范性
托育机构创建工作方案》，明确申报程序，评估细则，市财政对获授牌
命名的示范性机构予以3—5万元的一次性奖补。

坚持滁州特色。大力推进公建民营模式发展托育服务，琅琊
区、南谯区、来安县等地先后利用社区用房、计划生育服务所等场
所，采取“财政投资+普惠托育服务专向投资”的模式建设托育服务
设施，遴选优质机构运营，目前，完成建设 12处，为居民提供家门口
的照护服务。

（汪 洋 贾劲武）

我市加速发展幼儿托育服务

本报讯 经济要发展、交通要先行。行驶在
滁州大地，一条条“畅、安、净、美”的“四好农村
路”纵横交错，“四好农村路”的高质量发展让乡
村振兴踏上了快车道。如今，滁州大地上的农村
路，已经成了路通车通的幸福路，惠民利民的致
富路，畅通党群干群的连心路。

近年来，市交通运输局紧紧围绕“建好、管
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总目标，高起点谋划、
高规格推动、高标准建设，全面推进“四好农村
路”民生工程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全市公路
通车总里程达 20438公里，居全省第五；高速公
路总里程 580公里，居全省第一；农村公路通车
里程已达 17930公里，其中县道 2544公里，乡道
2961公里，村道12425公里。

以路为媒 串起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如今在乡村道路上行驶，沿途满目苍翠、景

色宜人，3年前，可不是这番景象……”南谯区大
柳镇曲亭村大路村民组村民许春祥感慨地说。

3年前，这条乡村路承担了县级公路所有通
行量，路面破烂不堪，环境也很差，不但给村民出
行带来了安全隐患，也让许多游客望而止步。得
益于“四好农村路”建设，大路村民组乡村道路的
修缮工作被纳入2021年南谯区农村公路养护工
程（大中修计划），经过40多天的建设，路面宽敞
了，环境改善了，如今成了旅游风景道。

近年来，我市以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大
力实施公路生命安全防护等为重点，不断补齐农
村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短板，公路路网结构逐步完
善、公路运行水平不断提高。“十三五”以来，全市
共完成农村道路畅通工程 5391公里，四通八达
的农村公路穿越田园，连村通户，为乡村振兴注
入巨大动能。

着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加惠民，在解决农
村群众出行难和农村道路运输通达性不足、安全
性不高，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公路扩面延伸工程和
农村公路生命安全防护工程，“十三五”以来，实
施农村公路扩面延伸工程 4332公里，农村公路
提质改造工程 617.1 公里，农村道路扶贫工程
2820 公里，危桥改造 51 座，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2200公里。
以路为引 小康梦想日渐成为现实

“路好走了，水果、蔬种自然就好卖，过去都
是运到县城发快递走网络渠道，现在摆在路边就
被游客买得差不多了……”全椒县悠然自得果蔬
种植专业合作社创始人冯晓磊激动地说道，县里
专门帮他的果园修了柏油路，这下更方便游客采
摘了。

要想富，先修路。伴随着一个个农村公路提
升项目的完成，一条条狭窄、坑洼的乡村小道都
变成了宽阔平整的沥青路、水泥路，方便村民出
行的同时也为广大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坚强的
保障。

近年来，我市以“四好农村路”民生工程建设
为契机，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全
面打造民心路、小康路、希望路，让“四好农村路”
建设成为乡村振兴建设的新引擎。

便利出行，努力实现城乡公共交通服务均等
化。据了解，全市共有班线客运企业13家、线路
476条、车辆 1788台，其中农村班线 122条，客车
1245 辆，全市所有乡镇及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
客车率达100%。建有综合物流中心8个，乡镇农
村物流服务站100个，建成县乡村农村物流三级
配送体系，乡镇快递网点全覆盖，实现“一点多
能、一网共用、功能完善、深度融合”。

此外，我市建设 430 公里江淮分水岭风景
道，沿线串连多个景区景点、乡村旅游区（点）和
文旅资源点，实现了从“一处美”到“处处美”、从

“一时游”到“四季游”、从“一业旺”到“多业旺”的
升级发展。今年7月，滁州江淮岭脊线被省交通
运输厅认定为首批“安徽省旅游风景道”，“一岭
分江淮 一道看滁州”的自驾旅游品牌已快速深
入人心，并成为长三角地区知名旅游名片。

而今鼓劲同追梦，宏图锦绣灿宇穹。走进新
时代，滁州将继续坚持建设与养护并重，修路与
兴业并举，生态效益同经济效益并行的理念，完
善“政府负责、交通承办、部门配合、社会支持、群
众参与”的工作机制，持续推进“四好农村路”民
生建设，为乡村振兴的磅礴伟业，铺就康庄大道。

筑起乡村振兴美丽风景线
——市交通运输局创建“四好农村路”民生工程纪实

周学峰 姚 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