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日，寒霜浸染了杨郢的一草一木，虽未下雪，
却是一派银装素裹的景象。早上8点跟随来安县杨
郢乡高郢村村干部的脚步，沿着蜿蜒斗折的“村村
通”公路，步行约三公里后来到了陈其飞在岳港水
库旁的家中。

“咩......咩......咩......”房屋背后的山那边传来一
阵阵小羊的叫声，60多只小山羊成群结队走来，远
远看去一片雪白，十分壮观。陈其飞走在最后面，
他腰间别着镰刀，手上拿着鞭子，嘴里不停地唤着
羊儿，生怕哪一只羊儿掉队迷路，“山上还有四百来
头，交给我的好伙伴管理了，这几头太小就带回来
了！”陈其飞向我们介绍到。这里的“好伙伴”指的
是他训练的两只牧羊犬。

十多年前，陈其飞也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热衷
于喧哗热闹的城市，曾去武汉、上海等大城市务工，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回家是他无数个夜晚内心的呐
喊。2011年，因母亲的一场病让他下定决心回到老
家，承担起照顾母亲的责任，但生活的经济来源成
不得不让他眉头不展，偶然的一个机会他了解到了
养羊的技术，心中便萌发了试试的想法。2012年他
从临近的村庄养羊大户那买了十来头小羊，数量虽
少，但是为他积累了丰富的养殖经验。2014年，在
亲戚朋友的支持下，他一次购买了50余头小羊，并
下定决心要把羊养好，自繁自养，形成规模。

陈其飞的家处于深山，这一片儿人家很少，仅有
的几户也搬迁出去了，十分适合山羊散养。“一年365
天，不论下雨下雪，我都在山上放羊。”陈其飞说，每

天早上5点多，他就起床了，第一件事就是去羊圈给
羊挨个做体检，检查羊的耳朵、眼睛、大小便是否正
常、有没有跛脚等情况，接着就打扫羊圈，洒上白灰
消毒，把这些工作做完后，就赶着羊儿上山了。这一
走，就翻山越岭几公里，直到下午羊儿吃饱了，耍够
了才往回赶。为了省钱，陈其飞学习自己给羊打针
做防疫，但是羊太多了，站久了脚心疼，他就躺在地
上打针，完全不顾地上又冰又脏。陈其飞自嘲道，每
天和羊待在一起的时间比老婆孩子还久。

现在，陈其飞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养羊“土专家”
了，他说很多养殖户都反映冬季羊难养，他总结原因
是冬天山上的草不如其他季节长得好，羊吃不好，体
质也就不好，所以每次他都会让小羊先吃食，这样成
活率就能提高。因为羊养得好，羊肉品质高，陈其飞
家的“跑山羊”要比市场上一般的羊肉一斤价格贵到
十元左右，即便如此，各地的“羊贩子”上门收羊也没
断过，乡里有名的全羊馆的羊肉也多来源于他家，还
有通过邻里乡亲介绍专门前来找他买“跑山羊”的零
散买家，但也都是半只，整只的购买。

目前，陈其飞每年养羊约五六百只，每年出栏约
300来只，净利润约30余万元。“这是我之前在外务
工从未敢想过的数字”陈其飞感慨道，“之前，刚接触
这个养羊的时候，得到了村干部和乡畜牧站的很多
帮助，现在我正和我村的乡村振兴专干统计我们这
有意养羊的脱贫户，打算为他们开设一个养殖技能
培训班，把我这十多年的经验传授给需要的人，让
大家都能感受到暖‘羊羊’的冬日。”

冬日暖“羊羊”
陈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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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2年以来，来安县积极创新“互
联网+监管”方式，大力加强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平
台建设，实现了全县学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
灶”100%全覆盖。

该县尝试引入家长监管机制，将学校食堂厨
房区域利用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平台进行“全天
候”实时动态监控，并向全县中小学生家长开
放。家长只需在手机上安装一个食品智慧监管
APP，就可以将孩子的学校食堂情况，厨师们食
品加工操作过程尽收眼底，并可以实现学校食堂
饭菜制作过程、卫生环境、食堂人员健康证件、进
货食材、餐具消毒、食品留样等记录的视频调阅，

随时随地参与从食材采购入库到饭桌全程“云监
管”。当发现涉嫌违法违规行为时，家长可以立
即反馈给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教育部门，实现
政府监管、学校自律、社会监督合力共治局面，拓
展了“互联网+监管”的场景应用范围。

据悉，目前来安县已有近500名家长在手机
上安装食品智慧监管APP，参与“智慧”学校食堂

“云监管”。县数据资源管理部门将注重收集家
长用户的体验意见反馈，逐步改进用户舒适感，
并完善丰富“智慧”食堂系统的功能作用，使其成
为监管部门进行食品安全日常监管的有力帮手
和武器。 （张业勇）

联网+监管”创新食品安全可视化监控平台

本报讯 春节临近，为打好节前“预防针”，来
安县纪委监委打出作风建设“组合拳”，持续以严
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线上线下敲廉钟。利用网站、微信公众号、
短信等平台推送案例通报、漫画说纪、“廉节”微
视频、短信等，严明节日纪律要求。通过观看警
示教育片、参观警示教育基地、督促纪法学习以
等，敲响廉洁警钟，引导党员干部拧紧作风“阀
门”，过好“廉节”。

关键少数带廉头。严格责任考核、压实领
导责任，推动“一把手”及领导班子成员严明纪
律要求，统筹管好“责任田”。以沟通会商、谈话

提醒、民主生活会等方式，掌握“关键少数”在思
想动态、作风建设方面情况，促使领导干部不断
改进作风，确保自身廉、自身正、自身硬，带领雁
阵齐飞。

靶向监督守廉关。细化任务清单、深化室组
地联动机制、组建6个专项检查组，采取明察暗访
与交叉互查方式，深入各商超、物流网点，聚焦违
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发放津补贴或
者福利等老问题，紧盯快递收送礼、电子红包等
隐形变异问题，围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
开展嵌入式监督检查，深挖问题线索，督促党员
干部守住节日“廉关”。 (李锦秀)

驰而不息纠“四风”清风阵阵过“廉节”

本报讯 为认真做好2023年“两节”期间送
温暖和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切实把党和
政府的关心关怀、工会组织的温暖送到广大职工
心坎上。来安县总工会早部署、早谋划，扎实开
展困难职工摸底调查，积极筹集各类帮扶、慰问
资金79.2万元，精心组织开展送温暖走访慰问职
工活动。

此次送温暖走访慰问活动以“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 情系职工温暖进万家”为主题，重点聚焦
制造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中的困难职工群体，
对建档立卡困难职工、下岗失业、患重病、因公殉
职、遭受各类灾害或突发意外等生活困难的职工
做到应帮尽帮，并对全县市级以上劳动模范、医

护人员和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广泛开
展走访慰问。

该县基层工会组织将送温暖走访慰问与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起来，面向基
层、面向职工，因地制宜开展有特色、接地气、
入人心的宣传宣讲活动，激发广大职工群众积
极投身新阶段现代化美好来安建设。同时，用
心用情为职工群众提供就业帮扶、根治欠薪、
法律援助、生活保障等服务，持续推进提升职
工生活品质工作，让职工群众切身感受到“职
工之家”和“娘家人”的关心关爱，共度欢乐、祥
和、喜庆的新春佳节。

（徐 莹）

情系困难职工 温暖相伴到家

本报讯 为做好辖区内企业的帮扶工作，推
动经济发展，来安县雷官镇多方联动，积极作为、
用心服务，聚焦企业的困难和需求，全力以赴为
企业排忧解难，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推进政策落地。深入贯彻落实《滁州市优化
营商环境 150 条（2022 年版）》，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常态化开展企业帮扶工作，为辖区内企
业提供优质高效的“亭满意”服务环境。

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完善为企服务机制，
优化投资环境和发展环境，鼓励企业做优做强，深
入推进做实“创优营商环境为企服务”工作，同时
成立了“创优营商环境为企服务”工作领导小组，
镇党委书记为组长，班子成员为副组长，相关部门

以及各村书记为成员。
优化激励机制。完善了考核奖惩办法、联系

包保工作制度、定期走访制度，疫情防控指导员
制度等相关工作制度，成立了帮扶责任人和联络
员队伍，点对点地做好企业服务工作，以严密规
范的工作制度为企业帮扶工作护航。

下一步，雷官镇将抓住重点环节，着力做好
事前服务、事中指导、事后跟进三步举措，设身处
地为企业排忧解难，切实当好营商环境的“护航
者”和企业的“服务员”，着力解决企业生产施工
中的要素保障和疫情状态下的生产经营等问题，
提供常态化、全方位服务，推动营商环境持续改
善，确保全镇经济高质量发展。 （李维乐）

创优营商环境 为企纾困解难

2022年以来，来安县坚持民生优先，持续
加大投入力度，扎实推进就业促进、“新徽菜·
名徽厨”、老年助餐服务、健康口腔、安心托
幼、快乐健身、老有所学、便民停车、文明菜
市、放心家政等十项暖民心行动，以实际行动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强建设，夯实民生基础

下午五点，走进位于来安县高郢社区的
便民停车场，三十余个车位上已停满了汽车，
可是继续向前，右拐绕过路边的民房后，五十
多米的水泥路边，还有四十多个空闲的停车
位可供选择。

高郢巷位于新老城区接合部，周围是一片
老民房，常住人口160余户。近年来，不少居民
添置了私家车，车多位少，停车成了最令附近
居民头疼的问题。2021年，来安县将边角地进
行清理、平整、改造，因地制宜规划建设，将无
人问津的荒地变成了可容纳84辆汽车的小型
停车场，基本满足周边群众的停车需求。

“以前的老住宅区很少会配建停车泊位，
近年来，汽车保有量越来越多，老城区‘停车
难’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来安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王荣富介绍，为了破解
老城区“停车难”问题，该县组织人员对辖区
内的机动车停车状况和可利用土地资源状况
进行摸底调研，挤压出空间，规划建设小型的
停车场。截至目前，已完成城市停车泊位
2207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550个。

为了切实补齐民生短板，来安加大投入，
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该县累计投入361万
元，依托现有存量设施资源，通过新建、改建等
方式，建成老年食堂1个、社区老年助餐点18
个、村级老年助餐点25个；整合闲置资源，利用
社区活动中心、乡镇文化站等现有资源改扩建
老年学校5所，利用职业院校举办老年学校1
所；5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设置口腔科并全面
接诊，牙椅数新增10%以上，全县口腔科床位

数和牙椅数分别达到15张、72张；新建小区配
套幼儿园4所，总计提供学位810个；对16个居
住小区、32个行政村健身设施进行维修改造提
升，改建口袋体育公园2个、新建百姓健身房1
个，改造提升元九公园，新增篮球场、羽毛球
场、轮滑场等体育场地面积4000多平方米；完
成改造2个城区菜市、5个乡镇菜市。

搭平台，谋求百姓福祉

周一早上7:50，将孙子送进校门后，江敏
平走进距离学校不远的老七面馆，戴上围裙、
护袖麻利地忙碌起来。“社区帮忙找的这个工
作，上下午各干2个小时，既不耽误接送孩子，
还能挣钱贴补家用，我特别满意。”江敏平说。

一次，在青龙社区上门宣传“三公里”就业
圈时，江敏平将自己的就业需求告诉了社区工
作人员，并在他们的帮助下通过“社区快聘”平
台登记了自己的求职意向，在平台推送的十多
个工作岗位中，她一眼就看中了老七面馆的工
作。“面馆就在孙子的学校门口，一天干4个小
时也不耽误照顾孩子，太合适了。”

江敏平的顺利就业得益于来安县推行
的就业促进暖民心行动，“我们积极搭建平
台，为劳动者和用工企业提供更多暖心服
务。”来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秦
庶介绍，今年以来，来安打造“三公里”就业
圈，在全县18个社区推广运行“社区快聘”平
台，吸引983家用工主体入驻，发布就业岗位
5209个，劳动者登记求职45349人，帮助实现
就业632人。

“群众需要就业，企业需要发展，而我们
要做的就是搭好平台，做好培训，把需要就业
的群众变成企业需要的技能人才。”来安县发
改委主任胡志斌介绍，目前，在“新徽菜·名徽
厨”方面，该县认定徽菜师傅定点培训机构3
家，确定“雷官板鸭”、“舜山一网捞”等徽菜师
傅培训项目7个，组织徽菜师傅技能培训5场
222余人次，组织“新徽菜·名徽厨”专项技能

竞赛1场，评选出了20名来安名厨，20道来安
名菜。放心家政方面，全县新增员工制家政
服务企业1个，培训家政服务人员4000人，新
增家政服务人员680人。

优服务，共享发展成果

“明日菜单：10元餐，红烧鸡腿、炒南瓜丝
……12元餐，羊肉汤、黄瓜熏肠炒鸡蛋、炒南
瓜丝……”晚上六点，来安县红桥社区站点就
餐群里准时跳出了第二天的菜单信息。

“住在老年食堂附近的老人可以直接去
食堂就餐，远的我们就派专人配送到社区助
餐点，由各助餐点的站长安排老人就餐。”来
安县民政局养老服务股股长李永明介绍，去
年端午节过后，来安县域范围的 1 个老年食
堂、18个社区老年助餐点陆续投入使用，“每
顿饭自己付一部分，财政还补一部分。”李永
明介绍，为了更好地服务有助餐需求的老年
人，该县发挥社工站、社工组织、志愿者作用，
参与助餐和送餐服务，为城乡老年群体提供
便捷、优质的助餐服务。依托市级老年助餐
服务信息平台，以居民社会保障卡作为载体，
打通“一卡通办”，同时完善助餐服务补贴政
策，对来安县户籍的60周岁及以上，有助餐需
求的常住老年人口，每顿给予1至5元的助餐
补贴。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方便群众，让群众
放心、让群众满意，这是我们暖民心行动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胡志斌说，来安县不断优
化服务，将暖民心的民生实事真正办到群众
的心坎上，安心托幼方面，实现延时服务园
所全覆盖，已有 3000 余名幼儿参与延时服
务；健康口腔方面，实施3至6岁儿童局部涂
氟和6至9岁儿童窝沟封闭共计3200人。快
乐健身方面，累计培训健身群众17267人次，
组织群众参加赛事活动 61266 人次；老有所
学方面，探索“互联网+老年教育”模式，目前
注册学员近1.5万人。

聚民意 解民难 惠民生
——来安县持续加大力度实施暖民心行动

苗竹欣

近日，来安县水口镇坚持把保障困难
群众安全温暖过冬作为重要民生事项，坚
持从兜牢底线、入户摸排、走访慰问等方面
同频发力，持续做好困难群众保障工作，确
保困难群众过上“健康、安全、无忧”的“三
色”暖冬。

共护健康“绿色”暖冬

“张大爷，我是高隍村党员干部许逢
冬，你今天身体有没有好一些，还有没有发
热、咳嗽、拉肚子等一些症状，家里的药有
没有吃完？”近日，水口镇辖区内孤寡、独
居、留守老人，困境儿童、低保对象等特殊
服务对象，每日都会听到这样温暖、亲切的

“招呼声”。
水口镇充分发挥基层卫生院、卫生室

作用，提升农村医疗物资保供，针对性开展
分级分类健康服务，引导其有序接种新冠
疫苗，倡导科学防疫，打消群众后顾之忧。

考虑到困难群体大多行动不便、沟通受
阻，便民措施的落实离不开“奔赴一线”的党
员干部群众，水口镇充分发挥各基层党支部
战斗堡垒作用，把村“两委”干部、第一书记、
网格员、农村党员群众、志愿者等力量组织动
员起来，点对点包联到户到人，进行全覆盖入
户摸排，为重点人群上门提供2000份应急物
资、分发11000张需求联系卡，全力保障群众
过上健康绿色暖冬。

共筑安全“橙色”暖冬

近一个月时间里，上蔡村党总支部书记
高峰工作之余跑遍了村里各段村组道路和沟
塘渠坝，查看道路安全状况、指示牌安装等。

“冬季来临，可能迎来的极端天气始终是我放
心不下的大事，切实做好极端天气的应对工
作，防范各类安全事故，保障群众尤其是困难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点滴隐患都不能放过。”

为从源头上消除隐患，水口镇推出“安全
暖冬敲门行动”，由镇村干部深入农户、敲门走
访，认真了解困难群众米油粮食、衣物棉被、取
暖器具等物资的准备情况，特别关注孤寡老
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帮助他们做
好防寒防冻措施。同时，加大对因低温雨雪极
端天气灾情信息的监测，做好应对工作。

此外，镇民政办持续加强敬老院等养老
机构的安全管理职责和供养特困老人的生活
管护工作，组织工作人员对特殊困难群体的
冬季取暖设施进行检查、检修，安排专人不定
期检查取暖设施、房屋通风情况等，杜绝火
灾、煤气中毒等安全事件发生。

共享无忧“蓝色”暖冬

“我虽身处困境，却信心十足，因为感受
到了党和政府的满满关怀。”近日，油坊村在
对区域内困难群体进行逐户摸排中发现，大

洪组一村民因为身体原因丧失部分劳动力，
生活一度陷入困难。在了解到他的情况后，
村两委干部立即对其收入状况进行分析、研
判，并依规为其申报冬春救助款项，及时、有
效的困难救助，将有效解决他的燃眉之急，守
护像他一样急需帮助群众度过无忧蓝色暖
冬。据了解，水口镇此次冬春救助金额共计
21万元，人员摸排工作正有序进行，惠及困难
群众可达1300余人。

此外，通过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救助
水平，及时发放各类补贴，也是水口镇确保
困难群众无忧过冬的“关键法宝”。据悉，水
口镇坚持动态调整，及时将农村低保家庭、
特困供养、低收入家庭等符合条件的困难群
众纳入临时救助对象，2022 年以来，新增城
乡低保对象 17 户 32 人，累计为 950 名低保、
336 名特困对象发放救助资金 796.78 万元；
实施临时救助 33 人次，支出临时救助资金
74500元。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聚力量。与
各项惠民措施同步升温的还有全镇范围内
推广的“暖冬”志愿服务行动，越来越多的困
难群体得到志愿者们提供的温暖与帮助。
截至目前，水口镇共开展暖心活动超 200 场
次，累计服务 1400 余名困难群众，温暖过冬
的大网正持续织密编牢。“针对困难群众的
实际需求，开展暖冬行动，为他们解决一些
困难，让他们这个冬天不再寒冷。”志愿者刘
星辰激动地说道。

“三色”暖冬润民心
——水口镇持续做好困难群众保障工作

李 悦

1月7日，来安县图书馆
举办“缤纷冬日 追梦成长”
未成年人阅读“红色经典”
主题读书活动。

近期，来安县图书馆还
将开展“迎新春 送春联”、

“闹元宵 猜灯谜”、来安记
忆老照片展览等各类新春
庆祝活动，丰富读者的春
节假期文化生活，增添节
日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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