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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当前，秸秆禁烧工作进入
了关键期。为使秸秆禁烧工作落到实
处，守护好碧水蓝天，明光市管店镇以

“零火点、零燃烧、零污染”为目标，多措
并举推进秸秆禁烧工作。

强化组织，压实责任。实行网格化
管理机制，明确工作人员包保，形成干
部群众共同参与机制，压实村、组的责
任，确保处处有人看、有人管。

强化宣传，营造氛围。通过微信工
作群转发有关秸秆禁烧宣传资料，入户

发放《致广大农民群众的一封信》、签订
《秸秆禁烧禁抛承诺书》等线上线下结
合的方式正确引导群众自觉树立“不能
烧、不敢烧、不愿烧”的环保意识和守法
意识，做到家喻户晓。

强化巡护，消除隐患。工作人员以
“入户宣传”和“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
式，通过定时、定点、定人、定责，不间断
开展禁烧巡查。针对发现违法焚烧秸
秆现象群众，发现一起，教育一起。

（谭 璜）

多举措筑牢秸秆禁烧“防火墙”

“徐阿姨2022年通过我们的培训，取
得了五级育婴师证书，现在南京工作月薪
达一万元。前段时间徐阿姨发来微信说
回家请我喝酒呢。”明光市菲式母婴职业
学校孟祥美老师开心地说。

据了解，家住明光街道的徐乃霞如今
50岁，之前就职于本地服装厂，月薪仅有
2000元。自放心家政培训开展以来，徐乃
霞积极报名参加月子护理培训，通过学习
熟练掌握婴幼儿护理相关知识，取得五星
级育婴师证。经过就业推荐，徐乃霞完成
了工厂职工到专业月嫂的职业转变，收入
也提高了四倍。

“这是明光市积极探索创新的一项家
政服务新模式，‘技能培训+推荐就业+家
政服务’。通过自上而下整合商务、人社、
工会、妇联等部门资源，依托专业培训机
构，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岗前培训、回炉培
训，推动岗前培训与就业挂钩、回炉培训
与技能等级认定挂钩，助力提升家政服务

人员职业道德和技能水平。”明光市商务
局工作人员介绍道。

明光市以促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
提升家政服务人员职业道德和技能水平、
提高群众满意度为目标，以训促能提升专
业技能水平、积极探索创新家政服务模式
不断推动全市放心家政行动工作。据统
计，2023年以来明光市完成放心家政培训
总人数 3550 人次，其中岗前培训 450 人
次；回炉培训3100人次。

不仅如此，明光市还在不断优化信用
体系建设，全力推广应用商务部家政服
务信用信息平台，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归
集，建立家政服务企业、从业人员信息、
跟踪评价制度，推行家政服务从业人员

“一人一码（牌）”上岗，解决家政服务消
费“不放心”问题。目前，明光市在商务
部家政服务信息管理平台完成登记家政
服务人员820人。

创新服务模式打造放心家政
张晓蕾

本报讯 近年来，明光市坚持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为全市工作重中之重，用科技
“武装”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

推进科技服务强农。鼓励科技人员到农
村基层服务和创业，实行科技特派员双向优
选，共同助推乡村振兴。全市135个行政村与
135名科技特派员“一对一”服务全覆盖，服务
于艾草、甜叶菊及绿色食品等农业产业领域；
建立甜叶菊种苗繁育和蜂产品高质量标准化
生产2个科技特派员工作站。

加大农机装备强农。积极落实省级农机
购置累加补贴政策，重点支持烘干、履带式作
业、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等农机购置。成功
创建了国家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
市，实现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87.1%。协调统筹农机合作组织，以圩区和农
作物连片种植区为重点，开展播种、采收等薄
弱环节机械化技术攻关与示范推广。截至目
前，全市累计购置各种农机493台，发放累计补
贴705万元。

实施绿色农业强农。积极实施水稻、小
麦、玉米“三大主粮”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和化
肥减量行动。目前，全市已创建了小麦绿色防
控示范基地 5 个，建成标准化秸秆收储中心 3
个、秸秆加工企业1个，实现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率达到99.24%；开展食用农产品安全风险监测
30多批次。

（孙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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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明光市全面落实商
事制度改革，探索企业开办“一件事”集成
服务，为市场主体营造优质、宽松准入环
境。今年该市新增市场主体3450户，同比
增加47.81%。

一表申请减材料。该市深化“一件
事”改革，企业开办涉及的营业执照设立
登记、涉税办理、社保登记等10余项业务

“一网填报、合并申请、一次办理”。上线
“企业开办+智能审批一体化平台”系统，
通过信息共享自动比对，实现“不见面”无
人干预自动审批。今年以来，14户企业通
过智能审批登记。

链式审批提速度。该市采取部门协
同、信息共享、并联办理等方式，积极推行

多类事项集成链式审批，将食品生产、食
品经营、食品小作坊登记等7类许可证申
请与企业开办平台对接，建立“一套材料、
一次填报、一档管理、多方使用、集中受
理、统一出件”机制，实现证照联办。今年
以来，累计办理企业各类许可事项92件，
市场主体平均用时压缩至 1 个工作日以
内，一次性办结率达95%。

政府买单降成本。为企业提供印章
刻制、发票及税控设备领取、证章寄递“三
免费”服务，新设企业所需的5枚印章、税
控 Ukey、快递费用均由政府财政统一支
出，助力企业开办“零成本”落地。今年以
来，累计在开办环节为920家企业降低成
本27.6万元。 （史悦 许阳）

“一件事”集成服务跑出企业开办“加速度”

本报讯 为满足广大市民消费需
求，同时妥善解决瓜农进城“卖瓜难”的
问题，明光市城管局通过实地调查走
访，在城区设置便民西瓜临时销售摊
点，既服务了群众，也方便了瓜农。

合理设置销售摊点。执法人员通
过现场实地勘察，科学讨论筹划，在不
影响居民正常出行、不污染周边环境、
不存在安全隐患的前提下，设置了24个
临时西瓜销售摊点，同时安放了醒目标
示牌，方便瓜农有序进点销售。

严格规范准入制度。为确保真正

惠及瓜农，严格执行仅限本地自产自销
瓜农准入规定。申请人须携带身份证
等相关证件，填写联系方式、西瓜产地、
种植面积及销售周期等信息。备案后，
瓜农可在城区设定的点位中自行选择
摊点进行销售。

强化日常监督管理。城管执法局
与瓜农签订规范经营承诺书，对照承诺
书内容，引导瓜农规范经营，优化摊点
管理，确保城区道路畅通，市容环境整
洁有序。

（岳婷婷）

规范西瓜临时摊点惠农便民

本报讯 今年以来，明光市司法局坚
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充分发挥党
建引领作用，合理统筹法律服务资源优
势，深化便民服务举措，三“心”发力助推

“一改两为”，不断提升法律服务质效。
公证服务热心。市公证处持续开展

公证“最多跑一次”活动，优化出台“一次
办、上门办、加班办、容缺办、线上办”服务
便民热心举措，采取一次性告知、电话预
约、先行办理等服务方式，努力使公证当
事人做到当天办理、当天出证、当天送达，
一次性完成公证事项。

法律援助暖心。该局开通老年人、残
疾人等弱势群体“绿色通道”；上门集中受
理如土地流转、农民工工资等涉及面广，
社会影响面大的群体性案件，节约群体性
案件当事人诉讼成本及时间；优先受理农
民工、残疾人、军人军属等特殊群体的法

律援助申请，优先指派。通过暖心的服
务，努力打造法援惠民生品牌建设。

法治体检贴心。该局充分整合公证、
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法律服务资
源，组成企业法律服务团，深入民营企业
开展“法治体检”活动，引导律师与民营企
业签订法律顾问合同，与企业建立结对帮
扶机制，为企业生产经营、劳动用工、涉法
纠纷等实施全程“跟进式”“零距离”贴心
法律服务。

一季度，市公证处办理各类便民服务
公证事项788件，法律援助中心办理各类
法律援助案件371件，组织法律服务工作
者走访企业 20 余家，开展法治体检 10 余
次，梳理企业经营决策中的法律风险8条，
接待法律咨询600余人次，发放宣传手册
500余份，调解涉企纠纷5件。

（董泽铎）

强化党建引领提升法律服务质效

明光街道橡树陈，江淮分水岭脚下的一个小
山村，一口具有200多年的老井“述说”着这个村庄
的古往今来。

生活在20世纪橡树陈的人们秉承着先辈们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的生活。改革开放以来，
山村的面貌随之发生了变化。80多岁的任再霞老
人告诉笔者：“村里有70余户村民，多年前，年轻力
壮的都外出务工，留在家里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
人和上学的孩子，落后的小山村没有一点生机。
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

日前，笔者来到该村庄，听到的是轰鸣的机器
声，挖掘机、推土机在不停地整理着村庄房前屋后

长满杂草、堆放在地面上凌乱不堪的废弃物，还有
几辆运输车辆来回穿梭运送土石，把坑坑洼洼的
地方填平；绿化师傅栽上一棵棵象征着村庄名字
的橡树。

“我们完全尊重村民们的意愿和希望，并结合
村庄的古风古貌进行完善、改造、提升，不搞大拆大
建，不搞‘大一统’。建成后的橡树陈村民组，实现
道路户户通，方便村民的生产生活；过去，村民有种
茶树的习惯，我们就因势利导，利用村庄隙地种植
油茶，不仅绿化了村庄，还发展了‘庭院经济’。接
地气的改造、提升方案，得到全体村民的拥护和
大力支持。”明光街道卞庄村党总支副书记费玉

成说。
产业的提质增效是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支

柱。在该村民组，以张文祥为领头羊的“卞庄山
芋”种植面积已超过1000亩，小小的山芋果畅销长
三角都市圈；30个甜叶菊育苗大棚错落有致地分
布在山岗上，阳光下，银光闪烁，苗床上郁郁葱葱，
每年育苗量在2000万株、产值130万元；新兴的蔬
菜种植已超过30亩，高效的蔬菜不断地鼓起了村
民的钱袋子。“我家种了10亩地蔬菜，黄瓜加豆角，
或者，黄瓜加甜玉米轮茬种植，每年收入在13万元
左右”，新菜农孙传礼掩不住喜悦接着说道，路通
了，他家的蔬菜在地头就能装车，节省了很多劳
力；污水得到治理，生产的蔬菜品质也好了，客户
更加青睐“卞庄蔬果”了。

等到村庄改造完成后，当人们再次步入橡树
陈，展现出的将是一个瓜果飘香、景色宜人、生机
勃勃的新农村。 （朱士凯）

小山村巨变

日前，在明光市北部的省农垦集团潘村湖农
场公司一块麦田里，该公司高级农艺师潘殿星正
在指导职工开展“一喷三防”作业。

“眼下小麦进入灌浆期，也是防控小麦赤霉病
等病虫害的最佳窗口期，如果这一轮统防统治做到
位，午季小麦丰收基本就稳了。”潘殿星对笔者说。

作为安徽农垦现代农业示范农场，潘村湖农场
公司聚焦主责主业，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全场3万多亩耕地2022年生产小麦、水稻、大
豆等粮食作物6332万斤，被誉为“皖东粮仓”。

在该公司的另一块麦地里笔者看到，小麦长
势喜人，几乎见不到一株杂草，也没有病虫害。

“如果不出意外，这块地的小麦亩产量在 1100 斤
左右。”潘殿星说，“我们的小麦 10 年前亩均产量
只有六七百斤，2022 年亩均产量已达 1009 斤。
水稻亩均产量5年前的不足1000斤，2022年在受
旱严重的情况下亩均产量仍达到 1250 多斤。实
现这个转变，农业科技与机械化运用起到了关
键作用。”

4 月中旬以来，该公司农技部门加密田检频
次，科学研判小麦病虫害发生态势，结合各块条
田不同品种小麦长势，制定了以防控赤霉病为主
的“一喷三防”技术方案，并以“明白纸”的形式进
田到户。

正在田间开展喷防作业的该公司一分公司
二分场职工胡刚对笔者说：“机械作业效率真
高！我使用的自走式植保机，双臂展开长度 22
米，一天最多可作业1000亩地。这样的机器农场
有近20台。”

近年来，潘村湖农场公司发挥组织化程度高、

机械力量强和农技集成推广领先的优势，调优种
植业结构，在稳定午季小麦种植面积的同时，持续
扩大秋季水稻种植面积，通过以先进适用的农机
装备为载体，以绿色增产农艺技术为内容，以新型
信息技术为赋能手段，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
产出率，推进农业高质高效发展和种植户收入稳

步增长。
“当前，公司继续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提质

改造，着手建设智慧农场，让过去的茅荡草滩‘靠
天田’变成‘高产田’‘智慧田’，真正成为大粮仓，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农垦力量。”潘村湖农场
党委书记安继凤说。

精心打造大粮仓
周连山 杨登宏

传承优秀文化，
弘扬中医国粹，日前，
在明光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总队、
市卫健委、市教体局
等部门共同组织下，
明光市工人子弟小学
的 40 余名队员走进
明光市中医药“百草
课堂”，通过中药辨
识、中药制作、体验中
医特色疗法、学习中
医养生功法八段锦等
活动，感受中医药文
化的博大精深。

吴庆云摄

走进百草课堂体验中医药文化走进百草课堂体验中医药文化

近日，明光市桥
头镇利用夜学组织青
年干部举办法治讲
座，专题学习《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知
识，进一步增强青年
干部的法治观念。

讲座上，司法所
工作人员以“民法典
热点问题探讨”为主
题，结合生活中常见
的典型案例，为参学
青年干部上了一堂生
动而实用的法治课。

孟鑫雨摄

青年干部青年干部 夜学夜学《《民法典民法典》》

近日，明光市人民法院在韩山社区开展《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宣传进小区
志愿服务活动，提升居民们的网络安全意识和
防范技能。

志愿者们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种类、特点、辨
别方法和预防诈骗的重要性进行讲述，重点讲
解了近期高发的电信诈骗的类型和特点以及典
型案例，通过案例的讲解，让居民们清晰地认识
到诈骗的特点，提高了警惕。

黄俊杰摄

反诈宣传进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