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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陵风采

本报讯 “邹老板，今年火龙果的收成怎么
样？”，“今年可算是‘风调雨顺’，阳光充沛呀，预计
每亩可产果子5000斤，按照现在的行情，我的9个
大棚收益可达40万元！”眼下，正值火龙果采摘的
季节，走进全椒县西王镇华光家庭农场的火龙果
种植基地，放眼望去，一株株仙人掌状的绿植排列
成行，长势喜人，一颗颗果实犹如“小灯笼”挂在藤
蔓上，煞是新奇，“丰”景美不胜收。

2017年，邹章武响应政府号召返乡创业，他看
好当地的火龙果行情，决定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引进热带水果火龙果进行试种，刚开始，他抱着试试
看的态度，投资了20多万元建了4个大棚，他采用温
棚栽培技术，选用优质品种，施用农家肥进行栽种。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试种出来的火龙果果实饱满，汁
多味甜，果品刚上市就得到周边市场的认可，成功带
来的“成就感”油然而生，他的脸上“乐开了花”。

试种成功后，邹章武开始扩大再生产，种植规
模由原先的4个大棚扩建到9个大棚，与此同时，他
积极探索先进栽培技术，选用适合的品种，使用有
机肥拒绝化肥，采用人工除草拒绝农药，适时进行
疏果剪枝，培育出来的火龙果，果大汁多味甜、口感
好、无公害。优质果品吸引合肥、南京超市的青睐，
产品销售实现了“农超对接”；此外，每逢节假日，周
边大城市的游客也会慕名前来观光采摘，带动了乡
村旅游发展，以“农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

“火龙果基地建在我们家门口，我们利用农闲
时间在基地干活，干活又不累，一天能挣100多块
零花钱，一年下来能挣‘大几千块钱’呢，我们别提
有多高兴了！”正在基地干活的村民们开心地说
道。据悉，火龙果种植从修剪、除草、施肥、管护到

后期采摘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基地每年在当地
雇佣20多个村民务工，给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经
济收入，让老百姓腰包“鼓起来”。

“下一步，我们将再引进2个高端的黄心火龙
果品种，扩大品种范围迎合不同口味的顾客，同时
通过‘直播带货’和电商平台扩展自己产品销售渠
道。”邹章武介绍道。

乡村振兴，产业是支柱。“西王镇围绕本地资
源优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种植效益，
不断发展特色产业，拓宽乡村振兴路子”。西王镇
分管负责人说，我们还倡导外地有志之士返乡创
业，带动村民增产增收共同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
内生动力，真正让发展特色产业成为村民的“增收
路”，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走上“致富路”。

这段时间，在全椒县二郎口镇太平村菊花田
里，成片的金丝皇菊竞相绽放，重重叠叠的金色花
海美不胜收，当地种菊大户杨庆福正带领十几名
村民采摘菊花，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

“今年金丝皇菊和滁菊在一起共种了112亩
田，像头花、大花目前好的都卖到300多元一斤，每
亩田干花收入大概在两万多元，跟去年的价格相
比，今年预估价格会提高。”二郎口镇种菊大户说。

在积极引导村民发展菊花产业的同时，当地
还通过引进先进的种植技术和改良品种，不断提
升菊花产量和品质，帮助农户种植效益成倍增加。

二郎口镇太平村驻村第一书记介绍说，今年
的金丝皇菊长势还是比较喜人的，他们去年对金
丝皇菊进行了一个疏蕾，从产量到质量得到提升，
今年一朵花抵得上去年的两朵到三朵花。

为保持花中的有效成分，采摘的新鲜菊花需

及时运送到加工车间进行烘干降温。去年，总投
资280万元菊花加工基地在当地顺利投产，不仅
带动周边菊花种植产业发展，还吸纳周边村民务
工增收。在加工车间内，工人们正熟练地将刚采
摘的菊花摆放在晾干架上，推进烘干房进行烘
干。目前，这个加工基地每天可以加工4000多斤
新鲜菊花，有效解决了当地及周边村镇菊花从筛
选、烘干到冷藏、包装等一系列制作要求。

菊花产业让村民尝到了产业振兴的甜头，也
打开了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思路。经过几年的发展，
当地的菊花种植从最初的十几亩发展到现在的两
百多亩，每年可增加村集体经济20万元。菊花产
业的兴旺，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还带动当地
10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而对于未来的发
展，从村民到村书记，都还有着更远大的目标。

“今年滁菊种植60亩，来年准备扩大种植面
积，争取种到200多亩，把菊花种好，带动地方老
百姓致富。”二郎口镇种菊大户杨庆福说。

二郎口镇太平村驻村第一书记丁玉新告诉笔
者，下一步将通过电商、直播带货，把菊花产业持续
发展下去，做大做强，成为地方的一个品牌。

“目前，我县农业特色产业已形成“三区一园”
发展格局，产业优势日趋显现。以南部圩区为主的
小龙虾、莲藕、粳稻为特色的种养区，以中部丘陵为
主的优质瓜果、精品蔬菜、采摘垂钓等农业休闲旅
游区，以北部山区为主的薄壳山核桃、精品苗木、林
下中药材、滁菊、经果林等适应性农业种植区，以杨
桥加工园、经济开发区为主的农产品加工园。”全椒
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胡道胜 汤 晨）

“花果经济”带动产业发展红红火火
本报讯 近年来,全椒县持续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党建＋信访”工作
机制,推动信访工作重心下沉、关口前移,在
源头上化解信访问题。

坚持党建引领信访。全县构建党委统
一领导、政府组织落实,信访工作联席会议
协调、信访部门推动、各方齐抓共管的信访
工作格局。实施“一网格一党组织”，共建
立网格党支部 553 个、党小组 1666 个。以
网格管事、支部说事、干部领事、群众议事、
乡贤调事为抓手，灵活运用“田头会”“板凳
会”、党员调解室等调解方式和平台，对群
众的合理诉求早解决、不合理诉求早解释，
及时回应和解决群众合理信访诉求，变群
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切实把问题化解在源
头，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答复”。今年
以来，共排查信访隐患1174件，初信初访一
次性化解率99.05%。

落实包案会商机制。推行信访事项
“三级包案”机制,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带
头包进京赴省访案件；重复访由县领导包
保，每周调度1次，每月向县委报告1次；一
般访由责任单位“一把手”包案，每周向县
信联办汇报1次。全县31家县直单位各负

其责、高效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对于跨部
门、跨行业信访事项，坚持“一盘棋”思想，
持续完善信访问题联动分类处置机制，做
到矛盾联处、治安联防、问题联治。今年以
来，共召开信访事项协调会237次，56个涉
及多部门的复杂问题有效化解。

压实责任提质增效。为强化联席会
议综合统筹职能，县信访联席会议每月
对重点信访工作进行调度，各镇信访工
作联席会议由党委书记任第一召集人，
每月召开一次信访联席会议，对本地区
信访形势进行研判，研究处理本辖区内
信访问题。县信访联席办成立督查工作
组，对关键指标偏低、重点案件化解进度
慢、化解质量不高的责任单位进行实地
督查。同时，密切关注信访系统数据变
化，每日对重复信访和可能引发群体性
事件的信访诉求情况进行统计，以短信
形式提醒责任单位主要领导主动上门、
积极处理，采取有力措施，严控重复信
访。每月对新增的重复信访件和超期未
评价件进行通报，压实基层工作责任，确
保信访工作质效。

（江帮平）

全椒县多举措全面做好信访工作

本报讯 近日，全椒县石沛镇组织县、
镇两级代表深入各村开展人大代表走访宣
传活动，助推“双提升”工作。

丰富宣传方式。通过搭建宣传台、入
户走访、张贴宣传标语等方式拓宽宣传的
覆盖面，广泛宣传“双提升”、防溺水、防电
信诈骗等相关知识，切实提高群众对“双提
升”工作的知晓率和参与度，努力营造浓厚
的宣传氛围。

强化摸排调查。镇人大积极组织代
表们通过走访群众等方式全力开展矛盾
纠纷排查工作，通过面对面交流认真倾听
群众的需求和意见，全面掌握辖区内的不
稳定因素，坚持做到早排查、早发现、早化

解，推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走深走细
走实。

积极化解矛盾纠纷。镇人大主席团始
终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针对群
众反映的问题，认真记录详细情况、及时反
馈相关部门，通过多元化解调处机制，确保
各类矛盾纠纷预防在源头、化解在萌芽、解
决在基层。

通过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参与镇、村开
展宣传活动，在提高老人和小孩的反诈、反
邪教意识的同时，也有效拉近了代表与群
众之间的距离，拓宽意见反馈渠道，架起了
代表与选民之间的“连心桥”。

（王 钊）

人大代表在行动 走访助推“双提升”

本报讯 全椒县襄河镇城东社区以营
造整洁优美的生活环境和促进居民健康为
目标，积极响应开展健康社区创建工作，普
及健康知识，开展干预措施，改善社区环
境，提升居民健康素养，让居民真正成为健
康的关注者和受益者。

精心组织协调，健全规章制度。该社
区成立了由书记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
长，卫健专干为具体责任人，将创建工作纳
入社区工作议程，不断完善工作制度与措
施，细化工作任务，明确责任到人。动员辖
区各单位、志愿者和居民积极参与，努力形
成常态化创建工作机制。

夯实基础设施，打造宜居环境。该社
区注重健康环境建设，把基础设施和环境

提升有机结合，完善道路、消防、无障碍等
基础设施，开展“2＋N”功能室建设（“2”即
健康小屋与健身活动室；“N”即保健小屋、
心灵呵护中心、母婴室、快乐棋牌室、儿童
游戏房、科普室、艺画书斋等），切实为居民
提供文娱、体育锻炼、健康宣教与保健等活
动场所。

加强公卫服务，提升健康水平。该社
区为满足广大居民基本医疗服务需求，实
现社区卫生服务站标准化建设，实行家庭
医生签约制度，为重点人群提供上门巡诊
服务。围绕节日组织开展居民读书写字、
棋牌、广场舞、运动会等健康文体活动，丰
富居民业余生活，提升居民健康素养，营造
健康幸福的社区氛围。 （吴姝姝）

打造健康社区 建设幸福家园

本报讯 为更好提升医保民生实事质
效性，全椒县医保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

优化政策体系。通过“简”化异地就医
人员分类，将此前多种分类、多种政策整合
为异地长期居住和临时外出就医两类；放”
开异地就医医疗机构限制，直接备案到就
医地，即可在就医地所有联网医疗机构享
受直接结算服务。

拓展备案渠道。开通自助备案服务，

基本形成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备案模式，
同时开通为临时外出就医参保群众自助备
案提供“帮办代办”服务。

创新宣传方式。在县医保中心服
务大厅搭建医保宣传厅，设计、制作宣
传 展 板 、放 置 宣 传 单 页 、播 放 宣 传 视
频。推动进社区、进医院、进药店、进乡
村“四进”活动，使政策精准传达，确保
参保人员对医保政策应知尽知，扩大民
生实事影响力。

（张 慧）

优化政策体系 完善异地就医“自助备案”

本报讯 为了解和掌握全椒县
新生儿卡介苗免疫后的阳转率水平
及其影响因素，进一步规范全椒县
卡介苗接种，提高免疫接种工作质
量。近日，全椒县开展了卡介苗接
种12周阳转监测调查工作。

经监测调查，本次抽查的 100
名 新 生 儿 ，卡 介 苗 接 种 及 时 率
100％（评价标准 90％以上），卡痕

率 100％（评价标准 90％以上），卡
介苗接种12周阳转率95％（评价标
准80％以上）。

下一步，全椒县将对监测数据
进行整理分析，找出工作中存在的
不足，强化卡介苗预防接种规范，不
断提高免疫接种质量，为预防儿童
结核病做出更大贡献。

（杨园园）

全椒县开展卡介苗阳转监测调查

本报讯 近年来，全椒县重视扶持民
营艺术院团发展，繁荣文艺创作事业，丰富
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全椒县儒林戏剧
团创作了很多优秀剧目，参加了省、市各类
专业大赛，多次获奖。

铸团魂，全力谋发展。全椒县儒林戏
剧团成立至今已有10年，现有职员27人，
其中专业艺术学院毕业生演员 6 人。该
院团拓展了庐剧、黄梅戏、泗州戏、综艺
等各类型演出项目，2020 年以来，在“安
徽省文化惠民工程·送戏进万村活动”
中，先后演出了 1659 场，现场观众超 10 万
人次。

重传承，精心创作品。该院团注重戏
曲文化的传承发展，近年来编排了《春暖

复兴》《护林卫士》等多部传统和现代戏曲
剧目，在滁州、合肥、淮南、蚌埠、宿州、安
庆等多个地区演出，不仅提升了演职人员
的艺术能力和演出水平，也充分传播了优
秀戏曲文化，受到基层群众的广泛好评与
喜爱。

塑形象，佳绩展未来。全椒县儒林戏
剧团获评安徽省民营艺术“百佳院团”、团
长汪奎被授予全省民营艺术院团“十佳团
长”，在安徽省小戏折子戏展演、安徽省庐
剧演唱大赛、滁州市戏曲展演活动中也曾
多次获奖。今后，全椒县儒林戏剧团也将
继续发挥民营艺术院团的能量，不懈努力、
服务群众。

（计国亚 沈家云）

送文化进基层 弘扬传递正能量

本报讯 近日，全椒县图书馆
组织15组亲子家庭走进全椒江海牛
路国际营地开展“金秋爱劳动 快
乐‘薯’于你”社会实践活动，带领小
读者们感受劳动的乐趣，体验丰收
的喜悦。

“我平时很少有机会接触农作
物，今天来到农场，亲身体验了挖红
薯，亲近自然的同时也体会到了劳
动的魅力和收获的喜悦，更懂得‘盘
中餐’来之不易，学会了感恩和勤
俭，我觉得很有意义。”全椒县实验

小学四年级的谢同学高兴地说。
据悉，农耕研学是全椒县图书

馆“我是全椒人——新空间阅读推
广+”研学活动品牌的重要组成部
分，将社会教育的课堂延伸至乡村，
激发了乡村活力，促进了研学旅行
和乡村振兴的有机融合。此外，该
系列活动以“农业+”为理念，开展

“农业+劳动”“农业+艺术”等多种
形式的户外研学课堂，旨在培养未
成年人劳动素养、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 （马前进）

红薯地里研学忙 农耕体验促成长

为进一步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高师幼的消防安全、防范意识，增强幼儿社会实践能力，近日，全椒县城南幼儿园大班组的
小朋友们走进全椒县消防救援大队，和消防员进行了一次“零距离”的接触，感受到了消防员的风采。通过消防员叔叔的介绍和
展示，小朋友们了解到了灭火服、救援服、防护服等消防服装的区别以及用途，孩子们直观、真实地了解到了消防车、消防器械的
用途，增长了认识，拓展了视野。 童家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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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椒县十字镇党委政府为打造“全
舒心 亭满意”营商服务环境，始终坚持贯彻落实

“一改两为”，着力提升为企服务水平，推动助企
纾困和为企赋能双管齐下，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
题，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明确目标，落实包保责任。十字镇制定创优
营商环境工作方案，明确其责任、目标、任务，成立
工作领导小组。制定领导班子包保责任制，建立
包保联系信息员制度，将辖区内的重点企业分解
到班子成员包保，共包保20家企业，分别为其配备
1名信息专员，做到一对一企业帮扶帮办，同时建
立企业服务微信群，随时与企业进行联系沟通。

走访调研，了解困难诉求。今年以来，包保
干部坚持每月深入企业走访调研，共走访企业
200余次，加强政策宣讲、推送，确保惠企政策落
地见效，与企业经营者深入沟通交流，详细了解
企业的基本状况、在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征
求企业的想法和诉求，针对企业提出的困难和
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
为加强工作实效，十字镇每月召开重点工作推
进会，对每位班子成员的走访帮扶帮办情况进
行通报调度，重点是对企业反映的困难和问题
进行研判分析和调度，确保企业诉求得到及时
解决。

解决困难，优化营商环境。“我们公司主要生
产旅游箱包，主营进出口业务，最近国外订单量
下滑，销售业绩并不理想。在向十字镇政府提出
该困难后，包保负责人很快就与我们联系沟通问
题，指导我们企业参加线上企业展览活动，利用
参展平台、社交多媒体渠道帮助扩大企业知名
度、高效精准推出展品。非常感谢政府的帮助与
支持。”滁州市预见旅游用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说道。今年以来，共收到企业诉求7条，帮助解
决企业问题7件。 （石苗苗 丁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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