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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上午，央视大型综艺相亲节目《喜上
加喜》栏目走进凤阳，在我县钟楼广场录制。

此次活动让男女嘉宾在寻找好姻缘的同时，
宣传了凤阳地方文化、特色产业、旅游资源，通过
以男女青年相亲恋爱为切入点，展现凤阳脱贫攻
坚成效，引领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婚
恋观，为乡村振兴“留住人才”，同时在欢声笑语，
兴高采烈的喜庆氛围中，为新一代凤阳青年提供
真相亲、真服务，展现凤阳人民的生活新时尚，凤
阳城市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新精彩，让全国人民认
识新凤阳。

（吴晓泉 摄影报道）

“家里卫生环境太差，墙上布满了蜘蛛网，
家具上落满厚厚的灰尘，四季衣服胡乱堆放
……”这是老陆第一次下乡走访贫困户时脑海
的印象。

陆家运是凤阳县交通运输局的一名工作人
员。2016 年，他又多了一重扶贫干部的身份，接
手大庙镇亮岗村 5 户贫困户的脱贫工作。四年
来，他走村入户，倾听贫困户的呼声；精准帮扶，
用行动让贫困户顺利脱贫。

不能让他因病返贫了
2020 年的夏季，雨后异常闷热，老陆匆匆放

下手上的工作，赶到食堂，打了一份饭菜，急忙
赶到县医院。原来，他的帮扶对象贫困户谢明

（化名）被确诊为恶性肿瘤。对病魔的恐惧和对
家人的牵挂让谢明的情绪异常低落。噙着泪水
说：“老陆，估计我来日不多了……”老陆依偎在
床边，安慰道：“现在医疗技术发达，而且有‘351
’‘180’就医政策，各项治疗费用我会帮你解决，
家里我也会想办法照应，你只要安心配合医生
治疗就行了。”话语间，老陆把带来的饭菜递给
了谢明。

谢明一家 3 口人，2014 年因本人肢体残疾、
配偶智力残疾被评为低保贫困户。谢明是老陆
帮扶对象中问题最多难度最大的一户，也是付
出最多的一户。面对这样特殊的贫困户，老陆
一边帮扶他发展特色种植，一边为他办理残疾
证、慢性病证，为他爱人申报户口，申报政府补
贴，每到逢年过节，老陆总是不忘登门看望。

2017 年夏季的一天，老陆下乡走访贫困户，

赶到谢明家时，他正在吃午饭，饭桌上仅有一盘
炒洋葱。见此状，老陆心里酸酸的，随即到街上
买了 10 斤猪肉、5 斤绿豆和 1 桶油送给谢明。走
时嘱咐道：“肉放在冰箱里，想吃就割一块，别亏
了身体。”2018 年 2 月，谢明的爱人患上了尿毒
症，老陆闻讯后，连忙赶到医院，安排住院就医，
缴纳门诊、挂号等费用，临走时默默地丢下 500
元钱。2020 年，谢明被查出恶性肿瘤，老陆更是
为治疗东奔西跑，协商村镇救助，协调医院就
医，动员企业捐助。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谢明
奇迹般的好转，谢明病痛减轻了，身体硬朗了，
儿子也顺利考取了技工学校，学费及生活费也
都有了保障。谢明逢人就说：“要没有政府的帮
扶好政策，没有扶贫干部的悉心帮扶，估计自己
的命早就没有了。”

精养肉狗走上脱贫路
贫困户季阳（化名），父亲癌症去世，母亲二

级精神残疾。兄妹二人常年在外地打工，因没
有技术，收入不高，一年下来，除去开销所剩无
几。家里还是几间年代久远的瓦房，所以季阳
25 岁还没有对象。老陆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
心想着帮助季阳寻找致富门路，谋划发展特色
种养。经老陆的启发，季阳辞了工，一门心思养
肉狗。没有启动资金，老陆就帮忙办理小额免
息贷款 5 万元，联系镇养殖技术人员进门指导，
帮助拓宽销路。2018 年通过精心饲养，当年养
狗纯收入 6 万余元。2020 年，他又养了 100 多条
肉狗，个个膘肥体壮，预计年底纯收入可达 8 万
余元。富了的季阳对旧房进行改造，翻盖了两

间瓦房，政府还补贴 17000 元，准备过几年进城
购买商品房。憧憬未来，季阳满怀信心地说：

“在党的帮扶政策引导下，我要加油干，争取早
日致富奔小康，不辜负党和政府对我的关怀和
期望”。

倾心付出换来真友情
“老陆，自从你来后，我家的日子就像芝麻

开花一样节节高，自来水装上了，养鸡养鸭成活
率高了，地里收成也好了，存折本子里钱也多
了，我打心里感谢你”。贫困户王磊（化名）见到
老陆总是说个不停。4 年来，老陆每一次来到
王磊家，总是陪着他拉拉家常，嘘寒问暖，宣传
党的扶贫政策。只要他家有困难，无论分内分
外的事，老陆都设法为他去办，养鸡成活率低，
老陆请来了农技人员教他如何进行鸡瘟防治。
平时来到他家，老陆总要拿起笤帚、抹布把卫生
整理一遍，反复嘱咐老王，鸡鸭不要进屋，要保
持好环境卫生。临走前，老王硬要把鸡蛋和其
他土特产塞给老陆，老陆总是婉言谢绝，老王无
奈地说：“你来我家为我办事，一口水都不喝我，
真让我过意不去”。

2018 年年底，老路所帮扶的 5 户贫困户全
部脱贫。扶贫 4 年中有苦有无奈，一辆电动车
成了他唯一的扶贫交通工具。一趟来回 40 多
公里，风里来雨里去，但老陆感到很充实，因为
用自己的行动为 5 户贫困户办了一些实事、好
事。老陆乐在其中……

本报讯（田益全) 为有效应对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大庙镇采取切实有效
措施，扎实做好冬季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

高度重视，及时部署。该镇对疫情常
态化防控工作高度重视，及时召开疫情防
控工作会议，传达省、市、县疫情防控应急
指挥部相关文件及会议精神，结合大庙镇
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机制，要求各村

（社区）、镇直各单位坚持落实“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的总体防控策略，牢固树立常态
化防控意识，时刻绷紧疫情常态化防控这
根弦，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把疫
情防控作为当前和今后较长时间的重点工
作。

广泛宣传，营造氛围。通过横幅标语、
应急广播、宣传栏、微信平台等多种方式开
展宣传，及时向群众普及疫情防控知识，营
造群防群控的良好氛围，引导群众加强自

我保护，注重个人健康防护，养成勤洗手、
戴口罩、少聚集的良好习惯；加强正面宣
传，引导群众坚持不信谣、不传谣，尽可能
避免与疫情重点地区返乡来乡人员接触，
持续强化群众的疫情防控安全意识，巩固
群众支持、参与疫情常态化防控的良好氛
围。

突出重点，严防严控。统筹组织好各
村（社区）、镇直单位常态化防控组织力量，
及时掌握重点区域返镇人员的关键信息；
进一步强化镇直单位、学校、卫生院、银行、
饭店、超市等重要场所的防控，要求各场所
要切实做好环境消毒、食品安全、体温检
测、安康码核验等日常工作，确保对出入人
员情况的精准掌握和动态防控，构筑群防
群控的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
康安全。

大庙镇
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

本报讯（邵广飞) 今年以来，官塘镇
把基层法治建设摆在乡村社会治理突出位
置，打造“三支队伍”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引
导群众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
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乡村风
尚，切实增强群众法治获得感。

打造法律顾问队伍，提升法治乡村建
设实效。针对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多、
群众诉求杂的特点，官塘镇落实“一村一法
律顾问”制度，由律师、司法所工作人员担
任全镇10个村（社区）的法律顾问，法律顾
问积级参与基层治理、信访化解、村集体合
同规范等工作，为村集体提供法律意见和
解答群众法律难题，各类矛盾纠纷得到依
法有效解决。2020年以来，官塘镇各村（社
区）法律顾问共解答群众咨询500余人次，
出具法律意见和起草合同20余件，举办法
治讲座15余场。

打造“枫桥式”多元调解队伍，维护基
层社会稳定。官塘镇构建联动高效的多元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继承和发扬“枫桥经
验”，建立由派出所、司法所、信访办、平安
办、乡贤和事佬等组成的“大调解”工作体
系，调处成功率90%以上，“矛盾纠纷就地
化解率”逐年提升，有效地化解重大信访矛
盾纠纷，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
盾不上交”。

打造“法治带头人”和“法律明白人”队
伍，强化法治乡村建设人才支撑。截至
2020年底，官塘镇各村（社区）已培育1名

“法治带头人”和每个自然村(村民小组)培
养1名“法律明白人”，全镇共160余名“法
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有效的推进乡
村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为实现法治乡
村建设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官塘镇
“三支队伍”推进法治乡村建设

《喜上加喜》走进凤阳 扶贫干部幸福相亲

本报讯（冯会善) 县教体局充分发挥助学贷款助学、
育人功能，以服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宗旨，主动担当，竭
诚服务，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了千家万户，大力开展国开
行生源地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减轻了申贷大学生的家庭负
担，共为726名我县大学生成功办理助学贷款，贷款金额达
629.28万元，为707个家庭贫困家庭解决了燃眉之急，使其
子女顺利入学，全身心地学习。

为了最大消除疫情给贫困家庭大学生就学带来影响，
教体局重宣传，进一步提高生源地助学贷款社会知晓度。
教体局资助中心提前安排，认真谋划，通过运用QQ群、媒
体向续贷学生、家长与社会，提前发布今年助学贷款办理指
南，增强宣传效果。同时，各高中学校毕业班在高考前，组
织开展一次资助政策专题宣讲课活动，另外还通过学校向
即将毕业的学生及家长发放致“学生与家长朋友一封信”，
向毕业生进行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和高校学生资助政策宣
传，帮助家庭困难学生排除升学后顾之忧，增强他们全力进
行高考的勇气与信心。

受理过程中，教体局加强人文关怀，提高服务质量。开
通咨询服务热线，加强疫情防控，提前购置消毒酒精与洗手
液及其防暑应急药品，备有防疫口罩。对续贷学生与家长，
开设并指导进行远程网上受理，既方便了学生和家长的申
请受理需求，提高了受理工作效率，又为贫困学子有效利用
暑期务工挣取更多学习费用提供帮助，还加强了疫情防
控。为前来现场申贷学生与家长，做好受理与候理区域划
分，免费提供茶水服务，发放印有贷款政策宣传手折，受到
学生与家长的好评，提高了群众满意度。

教体局在加强助学贷款受理的过程中，还加强对申贷
学生的诚信、感恩教育，弘扬爱党爱国“主旋律”，唱响诚信
感恩“正气歌”，激励申贷学生励志勤奋，多学知识与技能，
将来更好地回报社会，报效国家。

教体局还加强与农商行沟通合作，积极引导省内高校
学生前往县农商行各乡镇支行受理网点就近申贷。

今年，我县共受理大学生生源地助学贷合同2911笔，
发放贷款金额2388.58万元，近期贷款已全部发放到学生贷
款账户中，为我县2911名家庭贫困大学生提供了强有力的
就学保障，也为凤阳脱贫攻坚战役取得全面胜利起到有力
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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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辉 陆家运

本报讯（夏智雪) 为保障困难老年
人基本生活，认真贯彻执行我县民生工程
项目，今年4月起，我县启动困难老年人家
庭适老化改造项目。近日，我县顺利完成
40户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项目验
收工作。适老化改造项目是根据困难老
年人家庭的实际需求，量身定制改造计
划，让老人在生活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便
利，践行适老化改造的初心。

卫生间不仅加装了洗澡椅、抽水马
桶、一字及L型扶手，还铺了防滑地垫，卧
室里安装了感应地灯，家里处处是防撞
条，人性化的设计理念和产品配备，温暖
人心…… 适老化改造项目验收工作主
要从实际改造内容和方案内容是否符合、
实际改造内容和被改造对象的需求是否
匹配、实际改造的产品材料及施工质量情
况及家庭代表验收意见4个方面进行综

合考量。
在府城镇圩山村的验收现场，邵某某

老人家的家庭适老化改造已经完成。按
照改造方案，从如厕洗澡安全、室内行走
便利、居家环境改善、辅具配置等四大类
进行了全方面改造，确保了老人在改造后
的房子里住得安全、放心，得到验收组的
高度评价以及老人的点赞。“之前半夜起
床上厕所，总会磕着碰着，现在屋里装了
感应地灯，夜里起来方便多了。还有家里
新安装的扶手、铺设的防滑地垫，走起路
来心也踏实了。”84岁的邵某某说，“房间
重新改造后，心里也跟着亮堂了！这些工
作人员真是很暖心”。

截至11月底，我县40户困难老人家
庭适老化改造项目已全部验收完成，有效
帮助了生活困难的老年人实现幸福养老。

我县适老化改造项目完成验收

本报讯（葛晓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是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仗，今年来，
黄湾乡以实现乡村振兴为总目标，以整治
农村人居环境为抓手，进一步夯实农村、农
业基础，助力脱贫攻坚。

强宣传，重整治。该乡通过组织乡村
干部采取面对面、覆盖式宣传，提高群众的
环境卫生意识，杜绝房前屋后乱堆乱放现
象发生。同时扎实开展“卫生文明户”“五
好家庭、新乡贤”评选活动，将家风家训、村
规民约进行宣传和展示，营造文明新风。
全乡垃圾处理严格按照“户收集、村集中、
乡转运、县处理”的模式运行，确保垃圾处
理标准统一规范，对全乡村组道路、水域按
时进行垃圾清理，确保农村生活垃圾全收
集、全转运、全处理。

常抓湖林生态治理。该乡按照上级部
署大力整治天然水域、湖泊生态环境。先
后完成境内花园湖围网拆除工作、启动黄
湾社区安置点污水提升泵站建设，铺设污
水管网2800米。按照“一河一策”的管理保
护方案，在崔桥大沟、牛王大沟、柳沟上、下
游四段河沟开展“清河、护岸、净水、去污”
专项行动。全乡10名河长，定期巡河巡湖，

有效地保护了河湖生态环境和灌溉水系的
完整。2019年全乡完成918亩森林增长工
程，被评为“省级森林城镇”，其中黄湾社区
和吴窑村被评为“省级森林村庄”

全力打造“滨河小镇”。2014年-2019
年，该乡坚持举全乡之力治淮，积极打造宜
居宜业宜游的“滨河小镇”，完成了54项公
建和1330套安置房建设任务，拆除老房
1950套，复垦土地1100余亩。完成各建成
安置地块内道路、给排水、景观绿化、电气、
公厕和标识标牌等工程。施工总面积约30
万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约18万平方米；沥
青路面7万平方米；铺装面积5万平方米，

“淮畔明珠，滨河小镇”基本建成，魅力黄湾
亮丽风景初步显现。2019年上半年，该乡
紧抓淮河行蓄洪区安全建设之机，通过将
保庄圩外花园湖行洪区内涉及的四个村

（社区）整体搬迁，消除花园湖行洪隐患，保
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改善搬迁居民生产
生活环境。目前，工程涉及的四个村（社
区）地表附属物清点丈量完成，“三大协议”
签订工作有序推进，2019年380套安置房
建设任务全部开工，其中120套小户型安置
房具备入住条件，公建项目有序进行。

黄湾乡
强抓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本报讯（王崇好) 随着第七次人口普
查工作有序的推进，为扩大人民群众对人
口普查的认识，夯实人口普查群众基础，号
召社会群众积极广泛参与，有效提高人普
知晓率，提升普查对象配合度。连日来，武
店镇结合人口普查各项工作，扎实推进人
口普查工作。

该镇高度重视，召开多次工作会议，并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广泛开展宣传，线上
通过朋友圈、微信群进行宣传，线下利用电
子显示屏、悬挂横幅等多种形式对人口普
查的重要性进行深入宣传，提高辖区内群
众对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知晓率和参与
度。

据了解，在此次入户摸底工作中，工作
人员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解释，确保填
报数据真实准确。镇村干部、普查“两员”
按照人普办工作要求，采取分组的方式入

户开展《户主姓名底册》以及短表、长表的
填写，并对采集的信息进行认真核对。针
对家中无人情况，人口普查工作人员充分
利用早晚空隙时间进行入户调查，按照“户
不漏人、人不漏项”的工作要求，加班加点
进行入户登记，工作效率大幅提高。在入
户摸底过程中，普查工作人员还对人口普
查的目的、意义、任务以及相关政策进行了
详细讲解，得到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通
过这段时间的人口普查宣传，我也知道了
人口普查的重要性，积极参与人口普查，是
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我一定积极配
合这次工作，动员身边的亲戚朋友也积极
主动填报。”村民王大爷说。

目前，该镇人口普查入户工作正在有
序推进。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压奋进，确保
及时掌握辖区群众的基本信息和人员分布
情况，确保圆满完成第七次人口普查工作。

武店镇
扎实推进人口普查工作

本报讯（杨晓彤 魏长伟) 为优化
便民服务质量，我县多方赋能“安康码”，
打造“安康码+”智能服务便民化，进一步
创新政务服务模式，为基层治理提质增
效。

创新“安康码+Wi-Fi”上网服务。我
县在全省率先实现“安康码+Wi-Fi”上网
服务。群众前来服务大厅办事或等候办
理业务时可进入“安康码”服务，点击“扫
一扫”（扫描大厅自助上网二维码），即可
登录上网。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办事群
众16700余人，日均扫安康码上网用户达
450人。

打造“安康码+政务”便民服务。“安康
码+取号”让群众即使忘带身份证，也能通
过扫描“安康码”取号，提高办事效率。工
作人员通过“安康码+考勤”方式，实现每
天无接触考勤动态打卡。在推进7x24小
时不打烊“随时办”自助服务建设的过程

中，我县将“安康码”与门禁系统对接，群
众通过扫描“安康码”进行身份验证自主
进入自助办理区，进一步降低接触感染风
险。

建设“安康码+码上看书”融合服务。
“安康码”与县图书馆网上阅读相融合，凤
阳县读者正式进入“码上看书”时代。市
民在线上可以将“安康码”与读书证绑定，
网上实现查看借书信息、续借等一系列便
捷操作，在线下还可以凭“安康码”办理借
书证。

促进“安康码+健康”智慧服务。凤阳
县电子社保卡、医保电子凭证、电子健康
卡均已与“安康码”实现互联互通。以电
子社保卡、电子医保凭证替代传统社保
卡，实现医保查询、参保登记、医保缴费等
功能。目前，在全县各医院、药店等场景
已得到广泛应用。

打造“安康码+”智能服务便民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