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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金秋十月，在345国道两
侧，排列整齐的种植大棚映入眼帘，葡
萄挂满藤蔓，颗颗饱满，空气中都散发
着葡萄的清香。干劲十足的果农，正在
忙碌采摘、打包、装箱……售卖亭中，一
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摆满了柜台，红
的、紫的、青的宛如耀眼的明珠。这里
就是安徽省著名的葡萄之乡，素有“皖
东葡萄第一村”的美誉，来安县半塔镇
罗庄村是滁州市最具代表性的农业生
态果园之一，2017年该村入选第七批全
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我们在 2008 年就在第 31 类注册
了‘罗庄’商标，主要用于水果、新鲜蔬
菜等产品上，凡是在罗庄村种植且有质
量保证的葡萄均可以使用‘罗庄’商
标。得亏这个商标注册得早，品牌发展
得好，现在大家买葡萄，都认准这个牌
子。”来安县半塔镇罗庄村葡萄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说道。

“今年我家种植的20多亩葡萄都被
提前预订了，但凡是贴上‘罗庄’葡萄商

标，都不愁销路，而且价格比普通的葡
萄还要贵一些呢”罗庄村葡萄种植大户
石少敏骄傲地介绍道。

近年来，为深入落实商标品牌助
力乡村振兴，来安县围绕做大葡萄产
业、做强葡萄品牌的发展目标，加大政
策扶持力度，大力推进葡萄产业化经
营和标准化生产，目前核心区现有葡
萄种植面积30000多亩，辐射全镇面积
近 45000 亩。为加快改善农业生产条
件，该县狠抓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并在
葡萄核心种植区开展了“江淮分水岭
综合治理工程”，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经过多年建设，示范区内水
利骨干排灌设施防洪标准达 20 年一
遇，排涝标准达10年一遇，灌溉保证率
88%。目前，罗庄村已种植有阳光玫
瑰、妮娜皇后、夏黑、巨峰、郁金香、美
人指等十多个品种，总产值达 2.28 亿
元，带动2200余名村民就业，帮助村民
稳定增收。

（杨 平 郝海月）

小葡萄“串”起大能量

本报讯 金秋时节，在来安县三城
镇田间地头，到处都是赏心悦目的金
色，绘就了农业发展好风景。而在沈圩
村一处稻田旁，几辆挖掘机正挥动“臂
膀”，搅拌机隆隆作响，工人们正忙着搭
模板、浇筑混凝土修建灌溉水渠，现场
一片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这里正是三
城镇2023年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造提升
项目现场。

走进沈圩村委会办公室，打开文件
柜，党支部书记刘磊找出一份会议记
录，里面夹着今年三城镇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征求村民代表的意见书。村民
代表的签名排成两列——“看！一致通
过！当时还有村民说，自己出点钱建设
都乐意，何况是国家拿钱给咱修？”刘磊
说道。“早在2013年，沈圩村就搞过高标
准农田建设，亩均投资约500元。建好
后，村里的水稻亩产增加约60公斤，每
亩增收超 210 元，大伙儿尝到了甜头。
所以今年一说又要建高标准农田，都很
支持。”今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总
投资约 1300 万元，亩均投资大约 2000
多元，还包括新建灌溉泵站2座、沟渠疏
浚 10.1 公里、渠系建筑物 123 座桥梁 4
座、水泥路5.6公里等工程，未来种粮收
益有望进一步提升。

沈圩村村民老佘骑着电动车穿过
即将修建的机耕路来到自家田里，满
眼期待地看着长势良好的水稻，脸上

挂满了笑容。这条机耕路位于沈圩村
丰庄组，全长 840 米，预计 2024 年 2 月
之前完工。“这条机耕路修通后，明年
春种就能开着拖拉机进来了，能省很
大力气。”老佘笑着说道。算好高标准
农田建设“这笔账”的不只是农民，还
有高标准农田的建设者和运营者。在
该村承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企业
负责人表示，会把施工期与农忙时间
错开，农闲时抢工期；农忙时，宁愿把
施工进度缓一缓。

建得好，更要管护好。来安县推行
高标准农田“损毁工程险”，施工单位购
买保险，由保险公司履行项目竣工验收
后10年内的损毁工程修复工作，并在施
工阶段派驻工程监理。形成了“制度保
障”“保险护航”等创新举措，有力确保
农田工程设施持续稳定发挥效益。

近年来，三城镇始终坚持扛牢粮食
生产安全政治责任，把高标准农田建设
作为为民办实事、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
任务，建立政府牵头、部门协作、群众参
与机制，以全面实现“田成方、路相通、
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农业设施格
局为导向，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的翅
膀”。截至目前，三城镇共建成高标准
农田 5 万亩，投入资金 6185 万元，大大
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马 丽）

三城镇高标准筑牢乡村振兴“耕”基

本报讯 为切实保障企业安全生
产，打造“来·安心”营商环境，构建“亲”

“清”政商关系，来安县突出“三提升”助
推企业安全高质量发展。

提升服务质量，助企纾困。定期深
入企业调查研究，常态化开展“遍访企
业、助企纾困”“深入联企、深度助企”活
动，提供座谈交流、政策宣讲等要素服
务，针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主动对接
指导，通过聘请专家等方式为企业把脉
诊断，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解决了危
化品风险监测、有限空间、动火作业等
方面问题共计18条，为企业安全发展保
驾护航。

提升检查水平，查漏补缺。根据重
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实际情况
进行统筹调配，成立多个检查小组开展
地毯式、全覆盖的排查，对查出的隐患

问题建立“四个清单”台账，实行隐患
“动态清零”，同时与乡镇合力，检查与
宣贯共举，在摸清企业风险点、找准企
业薄弱项的基础上形成“查漏洞、补短
板、树典型、回头看”的工作机制，有效
促进企业安全管理升级转型，培养起

“安全即是效益”的大局意识。
提升培训成效，学以致用。紧紧围

绕“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三方面，对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
举办多次全覆盖安全教育讲座。立足成
效，精准发力，针对粉尘涉爆、有限空间、
高温熔融等场所工贸企业进行再强调再
培训，截至目前，共计开展各类培训会20
余场次，参训人员500余人次，进一步提
高全县企业的基本素质，营造平稳有序的
安全生产氛围。

（周保米）

“三提升”助推企业安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近年来，来安县纪委监委
把警示教育作为一体推进“三不腐”基
础性工程抓，通过用好用活三种资源，
高质量上好警示教育这门课。

善用教育基地，让警钟长鸣。以廉
政教育基地为载体，根据警示教育对象
的职务、年龄、岗位等特点，选择与其相
匹配的典型案例，通过图文、视频、互动
问答等丰富形式，送上生动的廉政教育
课，引导党员干部算好“七笔账”，把牢

“六道关”。今年以来，通过县反腐倡廉
教育馆共计为 30 家单位 735 名党员干
部开展廉政教育。

巧用庭审课堂，让敬畏长驻。将庭
审现场作为活教材，组织党员干部“零
距离”观摩职务犯罪案件庭审全过程，

变庭审为“课堂”，以真实案例进行“现
场授课”，通过被告人声泪俱下的忏悔
醒悟、公诉机关发人深省的庭审教育，
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履职担当和廉洁
从政意识。今年以来，共组织254名党
员干部旁听庭审。

活用案件资源，让戒惧长存。深化
案件资源运用，引导被留置人员进行深
刻反思，撰写《忏悔书》《警示忠告书》《警
示家书》；梳理查办案件，选取典型案例
编写警示通报、编印警示教育读本；坚持
到案发单位宣布处分决定，指导案发单
位召开警示教育大会、专题民主生活会、
专题组织生活会等，用“身边案”教育警
醒“身边人”。

（李锦秀）

用好三种资源做实警示教育

本报讯 当前已进入森林防火关键
期，为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来安县落实多
项举措，织牢织密森林防火网，确保秋冬季
森林防火形势安全稳定。

强队伍建设，构筑扑救力量网。来安
县森防办组织各乡镇、国有林场和县直有
关部门森林防灭火业务骨干参加应急部

“森林草原防灭火业务大讲堂”4期，召开专
题森林防灭火培训会1场；以乡镇、国有林
场为单位，各自开展一次本级扑火队员安
全培训，提升队伍安全扑救能力。

跨区域合作，构筑联防联控网。来安
县森防办邀请南京市六合区森防办召开
2023年森林防灭火联防联控会议，双方本
着“自防为主、积极联防、团结互助、保护森
林”的原则，商讨森林防灭火跨区域合作具

体举措，交流森林防灭火工作经验，并签订
联防联控协议书。

多形式结合，构筑防火宣传网。在进
山入口、林区道路沿线和坟茔集中处更新、
增设森林防火宣传牌800余块、横幅300余
条，印制张贴森林防火禁火令1500余张，与
布设展台讲解、发放宣传册页、播放宣传广
播、推送提示短信等多种宣传形式相结合，
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森林防火氛围。

消火灾隐患，构筑火源管控网。在进山
入口、林区道口设置森林防火检查站点，实行
逐人逐车扫码登记，严格检查并禁止携带火
种及易燃易爆品进山入林；持续开展野外火
源治理和查处违规用火行为专项行动、林区输
配电设施火灾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六清”
行动等，有效消除森林火灾隐患。 （黄 晨）

来安多措并举织牢秋冬季森林防火网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群众法律素养
和法治意识，引导广大公民学法、尊法、守
法，10 月 26 日，来安县司法局走进大英镇
集市，开展送法进乡村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以悬挂横幅、发放
宣传册的方式，向群众开展普法宣传，宣传
内容有民法典、妇女权益保障法、法律援助
法、乡村振兴促进法等，同时对群众提出的

相关法律问题进行现场解答，鼓励群众提
高维权意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

本次活动共发放普法宣传品 150 余
份，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法治观念，拉近
法治宣传与群众的距离，取得了良好的宣
传效果。

（樊 旭）

送法下乡暖民心 普法宣传零距离

本报讯 近年来，来安县张山镇不断推深
做实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使垃圾分类工作
逐渐融入到老百姓的生活中，垃圾分类逐渐成
为社会新风尚。

“我以前总是把家里的废纸、塑料瓶和其
他生活垃圾一起扔进垃圾桶，没有生活垃圾分
类的意识。自从保洁公司工作人员到我家里
宣讲了垃圾分类的常识后，我才开始把家里的
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然后去村垃圾分类超
市兑换一些生活用品。”正在领取兑换品的倒
桥村村民张文敏说。

在生活垃圾“积分兑换超市”，超市里面整
齐地摆放着毛巾、香皂、洗衣粉等各类生活用
品，工作人员正在仔细地对商品进行分类和登
记。“这只是超市里的一小部分商品，大部分商
品还在采购当中，预计超市内的物品可达30余
种。一些商品过了保质期，我们还会第一时间
进行更换。”浙江波普环境来安分公司经理陈
路介绍说。

据了解，自 2020 年 8 月以来，张山镇实施
了垃圾分类，向全镇每家每户发放了一绿一灰
两个垃圾分类桶，并挨家挨户对垃圾分类的相
关政策概要、垃圾分类的方式、垃圾分类的标
准、垃圾投放地点、各类垃圾收运时间和频次、
积分兑换流程等内容对居民进行宣讲，慢慢地
群众也学会了将“可腐烂垃圾”投入到绿色小
桶，“不可腐烂垃圾”投放到灰色小桶。

“经过三年来的坚持不懈努力，垃圾分类
在全镇成为了一种生活新时尚，实现了生活垃
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全年分类处
理的垃圾将近 300 吨，可腐烂垃圾 20 余吨，受
益人口2万余人，产生的有机肥料也免费提供
给了种植大户，真正让群众受益。”张山镇分管
领导说。 （张世勇 冯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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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有什么好吃的啊？”

“您尝尝我们家的牛肉炒面，都是手工制作的，

面条劲道有嚼头……”

10月17日一大早，来安县寺巷美食一条街内的

六号快餐店开始渐渐热闹起来。店主花敏一边热情

地招呼顾客，一边熟练地热锅、配菜、下锅爆炒，动作

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不一会儿，一碗美味的牛肉炒

面就端到了顾客面前。

“之前靠打零工，赚钱养家，但随着年龄增加，明

显感觉体力跟不上了，想找份稳定的工作养家。”今

年48岁的花敏，是来安县新安镇人。她告诉笔者，

前几年，她和家人商量决定，用家里的积蓄在寺巷美

食一条街租赁一个店铺，开一个以炒面炒饭为主的

快餐店。本以为凭借着自己在家摸索积累的厨艺，

可以糊个温饱。没有想到刚营业就生意清淡，一年

忙到头也赚不到几个钱。

怎么办？继续干老本行，还是咬牙坚持？倔强

的花敏选择了后者。当她了解到，该县人社部门组

织开展的“新徽菜·名徽厨”免费培训后，她抱着试试

看的态度，6月份参加了培训班。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其间，花敏从刀工、勺

功、火功等基础厨艺学起，一步一个脚印勤学苦练，不

懂的就向师傅请教。经过半个多月系统、全面的徽菜

制作技能和菜品创新理念的培训，她的厨艺得到了全

面提升。“现在生意很红火，每天店里的顾客都满满当

当，最近实在忙不过来，我准备雇佣一个伙计。”花敏

对自己的手艺和今后的生活充满了信心。

在来安县像花敏一样，通过技能培训实现高质

量就业的例子还有很多。为促进徽菜餐饮产业发

展，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近年来，该县注重提

升职业素养和提高技能技艺，每年免费组织开展中

式面点、中式烹调等厨艺专业就业技能培训班，全面

扩大培训覆盖面，壮大徽菜师傅人才队伍，引导更多

劳动者从事徽菜餐饮服务，解决群众就业创业的难

题。今年以来，该县共组织开展了6期徽菜师傅技

能培训，培训工种主要为来安特色灶王爆汁大肉包

制作技艺和中式烹调师，共免费培训学员229人次，

新增徽菜师傅115人，全年发放徽菜师傅培训补贴

18.64万元。

“以培训授技能，以技能促就业。‘新徽菜·名徽

厨’培训不仅弘扬了徽菜美食文化，还有效促进了高

质量就业。”来安县人社局局长秦庶介绍，在强化职

业技能培训的基础上，该县更加注重徽菜师傅就业

创业服务，结合三公里就业圈，组织线上线下招聘

会、提供政策咨询、就业指导、技能大赛等暖心服

务。今年以来，该县共开展15次“新徽菜·名徽厨”

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帮助500余人实现就业。

秦庶表示，面向重点就业群体，来安县将精准

开展补贴性就业技能培训，不断激活群众就业新

技能，并进一步拓展就业渠道，助力徽菜师傅提技

增收。

有“渔”才有“鱼”
——来安县以培训授技能以技能促就业

吕 华

▲10月23日，来安县教体局联合永阳幼儿
园开展“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童心敬老，情
暖重阳”暖民心主题活动，树立孩子孝亲意识，
培养尊老、爱老、敬老、助老品质。图为孩子和
爷爷奶奶一起制作重阳节贺卡。

林永逸摄

◀10月20日上午，来安县公安局巾帼志愿
小分队队员走进新安镇敬老院，开展“九九重阳
节 浓浓敬老情”主题活动，为孤寡老人送去牛
奶、水果等慰问品，并送上节日祝福和关怀。

贺美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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