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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在明光自来桥镇梅花村的田
间地头，一条新修的水渠蜿蜒延伸，村内水库也
焕然一新。随着驻村工作队与村民齐心协力地
攻坚，这片曾因水利设施老化而饱受旱涝困扰的
土地，正焕发出新的生机。

梅花村地处明光市南部山区，村内迎河水库
和灌溉水渠是周边200余户村民生产生活的“生
命线”。然而，因年久失修，水库坝体渗漏、水渠
淤塞破损等问题日益严重。该村驻村工作队在
走访中了解到这一难题后，迅速将水利设施改造

列为年度帮扶重点。
工作队联合村“两委”多次实地勘察，制定科

学修复方案，并积极争取水利部门支持，整合项目
资金150万元。为解决技术难题，工作队还聘请专
业施工团队现场参与清淤、加固、铺管等工作。历
时两个多月，完成水库坝体加固400米，新建交通
桥、溢洪道及修缮灌溉水渠500米，覆盖农田600
余亩。随着水利设施的完善，不仅解决了村里农
田灌溉难题，还新增了20亩可复耕土地。

（苗国川）

梅花村驻村工作队助力水利设施修复

本报讯 明光街道龙山社区以提升群众满
意度为目标，围绕“党建幸福家、服务你我他”的
品牌服务理念，持续整合社区资源，打造居民会
客厅，吸引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架起沟
通群众的“连心桥”。

龙山社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和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一体打造明光市首家“居民会客厅”，合
理设置服务办公区、休闲等待区、协商议事区等
特色功能区域，实现“办公空间最小化、服务功能
最大化”。“居民会客厅”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一个
全新的交流、休闲与议事空间，受到广泛好评。
这一举措不仅改善了社区环境，更有效提升了居
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能够更好地倾听居民
的声音，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让社区治理更加

贴近群众需求。”明光街道龙山社区党总支副书
记赵璐璐说。

该社区秉持“让群众最多跑一次”服务宗旨，
大力推行“一岗通办”，落实“首问负责、全程代
办、延时服务”，实现“只进一扇门、只找一个人、
能办所有事”。“居民会客厅”自开放以来，已成功
举办多场社区活动，不定期组织群众性文化活动
和志愿服务，开展了政策宣讲、便民服务、爱心义
诊等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居民的业余生
活，还为社区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据了解，该社区将继续完善“居民会客厅”的
功能与服务，计划引入更多社会资源，开展多样化
的活动，进一步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让每一位居
民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密码”。

（张 默）

龙山社区“居民会客厅”贴心服务
本报讯 “闲置好几年的拖拉

机，农忙时用不上，还占用小区公共
空间，影响小区环境卫生，今天终于
能够处理了。”近日，明光街道赵府社
区机主卢炳仁把家里闲置近6年的拖
拉机运到社区活动广场参与老旧拖
拉机报废补贴集中办理工作。

为做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
品以旧换新工作安排，连日来，明光
街道组织专班专员，针对20马力以下
老旧拖拉机，设4个报废回收点，集中
开展老旧拖拉机报废补贴集中办理
工作。

在张湾村上赵厂房回收点，登记
的村民排成了长队，村干部有序维持
秩序。审核、登记、拍照……不一会
的工夫，就完成全部办理流程。等待
的过程中，村民汤庆梅不住地说：“这
台拖拉机报废在家，早就想处理了，
没想到还能拿到政府补贴，远高于市
场回收价格。”

此前，明光街道组织相关村居学
习政策，印发学习要点，并要求各村
居通过微信群、上门通知、电话联系
等方式开展宣传，对各村居老旧拖拉
机及村民回收意愿进行全面摸排，确
保家家户户知晓老旧拖拉机报废补
贴办理工作。

截至目前，明光街道已登记回
收老旧农机 600 余台。据了解，明
光街道将持续贯彻农机报废补贴政
策，鼓励引导村民参与，让更多村民
受益，推动农业机械更新换代、结构
调整，助力农业转型升级、农业绿色
发展。 （李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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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深化打造“嘉山红”
党建品牌，海外引才工作获全省大会表扬，组工信息
获中组部表彰，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机关党员进社区
等“明光经验”被省级以上媒体刊载……过去的一
年，明光市组织工作成效显著。

聚焦选贤任能
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

事业兴衰，惟在得人。一年来，明光市坚持树牢
“重实干、重实绩、重担当”鲜明导向，让有为者有位、
能干者能上、吃苦者吃香。

科学选拔干部。通过“听、看、查、评”四个步骤，
对防汛救灾、招商引资等重点一线的干部进行考察
识别，累计发现识别表现优秀干部84人，相关做法被

《安徽组工信息》刊载。
精准培育干部。出台《明光市干部教育培训规

划（2024-2027 年）》，举办各类专题培训班 32 期，培
训干部2992人次。探索创新“村校联培”模式，累计
培训村干部、农村党员、致富能手等2800余人，相关
做法被《安徽组工信息》采用。

严格管理干部。从严审批科级干部社会组织兼
职；规范管理因私出国境证件，审批申办、申领证件
30人次。强化股级干部选拔任用监督管理，完成17
批次、593名股级干部岗位调整通气预审。加强对选
调生的跟踪培养管理，实行“3+1”导师帮带机制，相
关做法被《中国组织人事报》采用。

大力使用干部。坚持好干部“20 字”标准，树

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完成科级干部调配 8 批次，
涉及干部 218 人，提拔重用科级干部 73 人，调任公
务员 2 人。完善月度“干部之星”评选机制，累计
评选月度“干部之星”205 人次、年度“干部之星”
16 人次。

聚焦强基固本
打造“嘉山红”党建品牌

根深叶茂，本固枝荣。一年来，明光市坚持大抓
基层鲜明导向，推动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
胜势。

夯实基层基础。制定机关事业单位入党积极
分子量化积分明细，开展季度三级联审 858 人，全
市发展党员 254 人。推进流动党员“双向管理”，优
化流动党组织 2 个，设立流动党员管理服务中心
（站）1 个，全面完成 1 万余名农村党员档案电子化
管理。

促进基层治理。纵深推进党建引领信用村建
设，出台“信用礼遇”15条升级版，全市共评定信用户
81536户、信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958个、信用村集体
经济组织112个。深化开展“双报到双服务”工作，推
动全市3689名在职党员到居住地社区报到，相关做
法被《安徽信息》采用。

打造党建品牌。围绕基层党建7大领域，精心打
造“一核两圈三线·嘉山红”党建示范带，目前已打造
党建示范点50个。开展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建品
牌创建活动，旨在推动48家单位深度融入中心工作，

争创特色党建品牌。

聚焦招才引智
汇集各方面优秀人才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一年来，明光市坚持人才
“第一资源”理念，以“人才链”融通“产业链”“创新
链”，持续打造赋能明光高质量发展的“智力引擎”。

完善政策引才。出台《明光市“嘉山英才”人才
政策20条》等政策文件，引进国家级领军人才6人、
博士及以上高层次人才151人，新增大院大所合作15
个、新增省级研发平台11家。历史首次入选国家引
才计划2人，争取上级财政奖补资金900万元，入选
数和获奖补金额数均位居全省县域第一。

搭建平台育才。依托凹凸棒联合研发中心等校
地合作平台，新增大院大所合作15个。实施明光市

“嘉山英才”培育项目，在全域建立省级以上重点人
才工程储备库35人。举办“智汇明光”系列活动，开
展第三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组织产业人才
高端峰会7场，1000余名高层次人才齐聚明光、共商
合作。

优化环境留才。帮助142位专家教授及企业家
成功认定安徽省高层次人才，发放“免申即享”“即
申即享”奖补 25 笔 168.25 万元，帮助 3 名人才成功
申报省安家补贴，获补贴160万元。为近1000名高
层次人才办理亭城英才卡，推进青年人才驿站、人
才公寓建设，进一步优化人才购房服务，让人才既
暖心又安心。

“嘉山红”人才出 事业兴
——明光市2024年组织工作综述

张忠敏 施家靖 冯金枝

本报讯 近日，明光管店镇“扫黄打
非”办联合镇司法所在镇中心小学开展

“扫黄打非·护苗”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
工作人员以“‘扫黄打非’知多少”为

切入口，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直观的画
面，告诉学生什么是“扫黄打非”“黄与
非”的危害及举报方法等，引导学生远离
非法出版物和有害信息，促进学生身心
健康成长。活动期间，还通过播放《护苗
就找12390》系列宣传片，进一步强化学
生对“扫黄打非”工作的认识，共同营造

文明学习生活环境。
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对校园周边

书店、超市等重点场所进行检查，向经营
者宣传相关法律法规，为未成年人营造
健康的成长环境。

据悉，管店镇将持续推进“扫黄打
非”宣传工作，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护苗”活动，不断增加“扫黄打
非”工作在群众中的知晓率和参与度，切
实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张红晨）

管店镇开展“扫黄打非·护苗”活动

多年来，他默默无闻地扎根深山，守
护着近万亩生态林无怨无悔，他用脚步
丈量每一寸土地，用汗水浇灌每一片绿
色，用行动诠释着责任与担当。在他身
上，我们看到了对职业的敬重，对自然的
敬畏，对承诺的坚守。他就是老嘉山国
有林场大横山护林点护林员赵玉珠。

在老嘉山国有林场大横山护林驻
点，笔者看到了赵玉珠，他穿着护林员制
服，个子不高，头发斑白，但行动利落干
脆，正在准备巡山的工具和装备。

从2016年开始，赵玉珠从事生态护
林工作，他埋头扎根林场大山，一干就是
9年，不知磨破了多少双胶鞋，也不知被
荆棘划开过多少道伤口，但他从无怨
言。9800 多亩山林，平均每天步行 3 万
多步，9年如一日，这组数字是赵玉珠每
日工作的真实写照。寒来暑往，春去冬
来，作为一名护林员，这些年来他每天穿
梭于山林之间，用双脚一步一步丈量茫
茫林海，守护万亩青山常绿。2022年，他
被评为安徽省“最美生态护林员”。

“每天的日常工作就是巡护林区，防

止偷盗林木、保护野生动物、防火。每天
骑摩托车到大横山、土金山有时候摩托
车不能上山的时候我就是自己走，每个
角落，每个林班，每个小班都走到，看看
林区里面有没有被偷盗的树木，有没有
偷盗野生动物和植物。现在孩子已经大
了，我跟我家属两个也没有后顾之忧，就
是到这个大横山护林。”赵玉珠说。

护林员的工作环境艰苦且单调，赵
玉珠却在这片林海中坚守了多年。他和
妻子一起扎根深山，共同守护这片林
场。经过多年的植树造林成绩显著，生
态环境渐入佳境，动物种类也越来越多，
护林员除了记录火情隐患，更多关注了
动植物保护工作。面对记者的镜头，这
位皮肤黝黑的老护林员用粗糙的手掌摩
挲着树木，山风掠过耳畔，他望着层叠的
山峦露出朴实的笑容。

“我父母是林场职工，我从小也在林
场长大，现在是一名护林员，对这片林木
非常有感情。我会把这片林木看护好，
保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守护好我们的
家园。”赵玉珠坚定地说。

万亩青山“绿”常在
——记安徽省“最美生态护林员”赵玉珠

刘 文 崔傲楠

本报讯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正是
修剪果树、培育新枝的最佳时期。在明光
石坝镇夭夭果园水蜜桃种植基地，果农正
在抢抓时机，开启新一年的“春忙”模式，
为今年的稳产增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正在为果农讲解春季果树修剪要领
的，是石坝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
师刘万军。他一边示范，一边向周围的种
植户们讲授技术要领。针对不同树龄、不
同品种的桃树，给出了个性化的剪枝建议。

夭夭果园水蜜桃种植基地位于风光

秀美的石坝镇小横山下、金大坝水库之
畔，这里土壤好，水源充足，适合水蜜桃
生长。是皖东最大的水蜜桃种植基地。
基地成立于2014年，种植面积约850亩，
亩产（产值）可达到8000元左右。

作为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该基
地采用“合作社+农户”模式，不断提升果
园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为广大果农
丰产增收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通过春
季修剪的科学管理，预计优质果率可以
提升20%以上。 （彭 军）

果树修枝正当时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法治
教育，增强未成年人法治意识，日前，明
光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杨艳走进
逸夫小学，以“家‘嘉’同行 护‘未’光明”
为主题，为师生们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
法治教育课。

课堂上，杨艳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等法律法规，结合近年来校园内外
的典型案例，通过图文并茂的课件，深入
浅出地讲解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故意

伤害罪的界定与社会危害等法律知识。
针对小学生认知特点，她通过“故事化”
的讲述方式，引导学生们明辨是非、远离
违法犯罪行为，并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
护自身权益。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有奖问
答环节，发放了《法治护航 健康成长》宣
传手册。

明光市人民法院将继续延伸司法职
能，创新“法治进校园”形式，以司法力量
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张培远）

家“嘉”同行 护“未”光明

近日，明光张八岭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开展“传承雷锋精神 绘就时代新风”主题活动，吸引了众多学生
积极参与，在全镇营造了浓厚的学雷锋氛围。

在志愿者引导下，学生们手持画笔，充分发挥自己想象力和创造力，以画纸为载体，将内心对雷锋精神的感悟
和赞美尽情展现。一幅幅主题鲜明、色彩绚丽、充满创意的作品从独特视角诠释了雷锋精神的丰富内涵，展现了
学生们对传承雷锋精神的热忱与决心。 刘姗姗 高雅楠摄

学雷锋“绘”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