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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
冬至的由来

冬至过节源于汉代，盛于

唐宋，相沿至今。《清嘉录》甚

至有“冬至大如年”之说。这

表明古人对冬至十分重视。

人们认为冬至是阴阳二气的

自然转化，是上天赐予的福

气。汉朝以冬至为“冬节”，

官府要举行祝贺仪式称为

“贺冬”，例行放假。

冬至的习俗

一、冬至大过年的来由

五邑民间把冬至与春节、

端午、中秋并列为四大节，又

说：“冬至大过年。”冬至节比

不上春节、端午、中秋那般热

闹，气氛是安祥肃穆的。冬

至习俗，最重要的是祭祀祖

先。各家各户均杀鸡宰鸭，

准备酒肉、果品、糍糕、汤圆，

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然后

合家吃一顿丰盛的晚宴，以

庆团圆，贺丰收。

冬至祭祀祖先，汤圆是必

不可少的。秋收过后，新糯

上场，家家户户早已舂好糯

米粉，便做起汤圆来了。汤

圆有多种，一般以糯米粉为

皮，红糖块作馅，叫糖心汤

圆；也有把炒熟的芝麻、花生

搅碎与砂糖拌匀作馅的，叫

芝麻汤圆；有将湿糯米粉搓

圆压扁，以浓浓的姜糖水煮

之，谓之糖包汤圆，又叫“糖

不甩”；还有一种是咸汤圆，

不包馅，以猪肉、虾米、萝卜

崐丝、芥菜丝滚汤煮之。

拜祭祖先后，家人围桌共

食汤圆，取合家团圆之意。

除合家共食外，还要分赠邻

舍，共庆丰收。有首民谣唱

道：“十一月，云冬至，家家户

户煮圆糍，扛（捧）碗婆婆共

隔（邻）篱，唔扛大姐一肚

气。”虽然冬至汤圆家家有，

仍需互相馈赠，以示相敬睦

邻。秋收之后，冬至到来，又

要为明年的生计作准备了。

农民生活，此时外驰内张，从

生产生活的安排和经济开支

这个角度上说，确是“冬至大

过年”。

二、冬至吃什么

1.冬至吃水饺

每年农历冬至这天，不论

贫富，饺子是必不可少的节

日饭。谚云：“十月一，冬至

到，家家户户吃水饺。”这种

习俗，是因纪念“医圣”张仲

景冬至舍药留下的。

2.冬至吃狗肉

冬至吃狗肉的习俗据说是

从汉代开始的。相传，汉高

祖刘邦在冬至这一天吃了樊

哙煮的狗肉。从此在民间形

成了冬至吃狗肉的习俗。现

在的人们在这一天吃狗肉，

以求来年有一个好兆头。

3.江南“赤豆糯米饭”

在江南水乡，有冬至之夜

全家欢聚一堂共吃赤豆糯米

饭的习俗。相传，有一位叫

共工氏的人，他的儿子不成

才，作恶多端，死于冬至这一

天，死后变成疫鬼，继续残害

百姓。但是这个疫鬼最怕赤

豆，人们就煮吃赤豆饭，用以

驱避疫鬼，防灾祛病。

4.北京“馄饨”

过去老北京有“冬至馄饨

夏至面”的说法。相传汉朝

时，北方匈奴经常骚扰边疆，

百姓不得安宁。当时匈奴部

落中有浑氏和屯氏两个首

领，十分凶残。百姓对其恨

之入骨，于是用肉馅包成角

儿，取“浑”与“屯”之音，呼作

“馄饨”。恨以食之，并求平

息战乱，能过上太平日子。

因最初制成馄饨是在冬至这

一天，这天家家户户吃馄饨。

5.滕州羊肉汤

冬至吃羊肉的习俗据说是

从汉代开始的。相传，汉高

祖刘邦在冬至这一天吃了樊

哙煮的羊肉，觉得味道特别

鲜美，赞不绝口。从此在民

间形成了冬至吃羊肉的习

俗。人们在冬至吃羊肉以及

各种滋补食品，以求来年有

一个好兆头。现山东滕州一

带冬至家家都要喝羊肉汤。

6.苏州酿酒

姑苏地区有俗语云：“冬至

如大年”。传统的姑苏人家，

会在冬至夜喝冬酿酒，冬酿

酒是一种米酒，加入桂花酿

造，香气宜人。姑苏百姓在

冬至夜畅饮冬酿酒的同时，

还会配以卤牛肉、卤羊肉等

各式各样的卤菜。在寒冷的

冬天，冬酿酒不仅能够驱寒，

更是寄托了姑苏人对生活的

一种美好的祈愿。

7.江西麻糍

麻糍，是浙江，江西的特

产，也是福建人的传统小吃、

福建人祭祀时的供品。麻滋

阴干后蒸、煎、火烤皆宜。

12月10日上午，我县贯彻“六稳”、“六
保”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如意新城支
路网二标段工程项目现场举行。

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主要有如意新城
支路网二标段工程、凤阳二中扩建工程、九
华安置小区二期项目、县文化艺术中心工
程项目、年产75万吨光伏组件盖板玻璃项
目、燕龙基国家城市矿产基地凤阳项目、安
徽今朝装备科技项目等共21个项目，总投
资达58.6亿元。项目涉及光伏玻璃、装备
制造、电器、新能源、循环产业、教育、文化、
民生工程、市政建设等多个领域，投资规模
大、带动能力强、产业前景好。这批项目的
正式开工建设，将对凤阳调整产业结构、提
升城市形象、保障民生福祉、拉动经济增长
产生重要影响。

（张树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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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我县小岗村接续改革发
展 ，聚 力 乡 村 振 兴 ，在 这 片 孕 育 希 望 的 田 野
上 ，敢 闯 敢 试 、敢 为 人 先 的 小 岗 人 正 用 自 己
的 行 动 书 写 新 故 事 、创 造 新 传 奇 。 2019 年 ，
小岗村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 1100 万元，同比
增长 7.8%；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600 元，同
比增长 21.8%。先后荣获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村 、第 8 批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安 徽 省
美丽乡村建设重点村等荣誉称号，“大包干”
带头人集体获得“新中国最美奋斗者”称号。

紧握改革这个根本 实现基础稳固“农业强”
小 岗 村 始 终 坚 持 以 处 理 好 农 民 和 土 地

的关系为主线，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 革 ，不 断 强 化“ 改 革 基 因 ”、增 添“ 改 革 成
色 ”，初 步 走 出 了 具 有 新 时 代 小 岗 特 色 的 农
业 现 代 化 之 路 。 探 索“ 股 田 制 ”改 革 经 验 做
法，结合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治等工程，推
进 小 田 改 大 田 、散 田 变 整 田 ，鼓 励 农 户 通 过
互 换 并 地 、股 份 合 作 等 方 式 ，积 极 破 解 承 包
地细碎化问题。投资 2934.51 万元，实施小岗
村全域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目前已全部完
成 ，基 本 实 现 小 岗 村 1.367 万 亩 耕 地 高 标 准
农 田“ 全 覆 盖 ”，同 时 投 资 1100 万 元 ，完 成 小
岗全域水利工程、马家坝水库清淤扩容、“引
水上岗”工程等配套水利工程。

推动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因地制宜组
建 家 庭 农 场 和 合 作 社 ，小 殷 村 民 组 以 584.8
亩土地经营权入股民益土地股份合作社，实
现“ 小 田 变 大 田 、碎 田 变 整 田 ”。 截 至 目 前 ，
小 岗 村 共 流 转 土 地 8885.6 亩 ，占 全 村 可 耕 土
地 面 积 的 61.2% 。 在 推 进 规 模 化 发 展 同 时 ，
探 索“ 合 作 社 + 小 农 户 + 订 单 农 业 ”合 作 模
式 ，推 进 小 农 户 和 现 代 农 业 发 展 有 机 衔 接 。
小岗村小殷村民组 43 户村民以户为单位，以
584.81 亩 土 地 经 营 权 入 股 当 地 致 富 带 头 人 、
养 殖 大 户 殷 玉 荣 成 立 的 民 益 土 地 股 份 合 作
社 ，由 合 作 社 负 责 统 一 生 产 经 营 管 理 ，入 股
农户可获得“三金一补”收益，2019 年民益合
作社股民收入最高的农户达 2.4 万元。

加 快 构 建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体 系 。 持 续 深
化与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的合作，在全村推
广北大荒种植模式，通过“两减一增”绿色优
质 水 稻 生 产 技 术 、生 物 有 机 肥 提 质 增 效 技

术、生物基质无土育秧技术等一系列标准化
先进种植，逐步转变小岗村农民传统种植方
式，提升小岗村现代农业种植水平。加快发
展“三体一标准”农产品，先后扶持培育合作
社 20 个、家庭农场 11 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 2 家 ，培 育 出“ 小 岗 葡 萄 、小 岗 黑 豆 ”等 诸
多品牌优质农产品。着力引进产业链条长、
产 品 加 工 高 、辐 射 带 动 面 广 的 龙 头 企 业 ，加
强农产品产后分级、包装营销、仓储物流，切
实 提 高 农 业 综 合 效 率 ，力 争 到 2025 年 实 现

“百亿小岗”，推进全国唯一一家村级国家农
业 科 技 园 区 —— 小 岗 国 家 农 业 科 技 园 区 建
设，其中总投资 10.6 亿元的盼盼食品和投资
1.8 亿元的蒸谷米食品项目建成投产。

紧扣治理这个关键 实现和谐稳定“农村美”
加速推进小岗产业园建设项目，总长 9.5

公里园区道路竣工通车，园区服务中心办公
楼如期封顶，停车场等附属设施全部投入使
用 。 集 中 供 气 加 压 站 和 建 成 道 路 供 气 管 网
工 程 、自 来 水 管 网 工 程 竣 工 ，作 为 增 项 工 程
的大溪河镇、小溪河镇美好乡村污水管网已
完工。

通过实施农村土地增减挂钩项目，累计
完成土地验收指标 773 亩，99%的村民实现小
区 集 中 居 住 。 加 快 推 进 石 马 小 区 3 期 住 房 、
核心区生态停车场、平山公墓等基础公共设
施建设，水电路气网等基础设施得到全面改
善。在全村开展“美丽庭院”改造提升行动，
由家庭自愿申请，村集体对申报成功进行改
造的农户，按改造结算费用的 50%进行补贴，
最高每户补贴 1000 元，形成村主导、片联动、
户参与的“美丽庭院”创建工作机制，已成功
创 建“ 美 丽 庭 院 ”示 范 户 30 户 ，打 造 一 户 一
品 、一 户 一 景 、一 户 一 韵 的 美 丽 庭 院 。 村 集
体 集 中 为 村 民 办 理 新 农 合 、养 老 保 险 、农 业
保 险 等 政 策 性 保 险 ，每 位 村 民 每 年 获 益 300
多元。完善小岗学校软硬件设施，建立教师
生 活 津 贴 补 助 、教 育 教 学 奖 励 制 度 ，每 年 发
放教育奖补资金 50 余万元。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站 建 成 使 用 ，推 行“ 美
德银行”试点工作，修订了村规民约，向村民
发放《小岗村乡风文明公约方案汇编》，分片
区成立各村民红白理事会，促进自治、法治、

德治有机融合。成立 505 人的小岗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者服务队，2019 年先后组织开
展 环 境 卫 生 创 建 等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20 余 次 。
评 选 表 彰“ 好 婆 婆 ”11 名 、“ 好 媳 妇 ”10 名 、

“美德少年”10 名、“文明新风户”10 户，村民
群众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显著提升。

紧抓增收这个中心 实现安居乐业“农民富”
小岗村紧紧围绕“农民增收”这个中心，

通过融合式发展集体经济、创新村民经商模
式 、增 加 农 民 财 产 性 收 入 等 多 种 途 径 ，为 小
岗 村 民 实 现 小 康 的 梦 想 加 油 助 力 。 不 断 深
化 农 村 资 源 变 资 产 、资 金 变 股 金 、农 民 变 股
东 的“ 三 变 ”改 革 试 点 ，由 小 岗 创 发 公 司 ，与
金 融 、担 保 机 构 合 作 ，共 同 设 立 总 额 的 8000
万 元 的 风 险 补 偿 基 金“ 兴 农 贷 ”，农 民 合 作
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凭借集体
股 份 股 权 证 即 可 贷 款 ，累 计 发 放“ 兴 农 贷 ”
400 万元，“红证书”的“含金量”不断提升。

加快推进小岗村 5A 级旅游景区创建，发
展“ 旅 游 +文 化 +培 训 ”的“ 金 产 业 ”，成 功 入
选“全国百佳乡村旅游目的地”，先后策划举
办 了“ 岗 上 花 开·万 人 游 小 岗 ”“ 小 岗 村 葡 萄
文化旅游节暨戏曲盛典”等系列文化旅游主
题 活 动 20 多 场 次 ，带 动 群 众 增 收 成 效 明 显 ，
2019 年 全 年 游 客 总 量 达 115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2.6 亿 元 ，做 到“ 景 区 发 展 、农 户
受 益 ”。 大 力 发 展 培 训 经 济 ，安 徽 小 岗 干 部
学院二期工程投入使用，2019 年承接各类培
训 班 121 期 ，培 训 10042 人 次 ，较 上 年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39% 和 28% ，带 动 小 岗 村 培 训 中 心 完
成 社 会 和 其 他 企 事 业 单 位 培 训 5 万 人 次 。
2020 年 以 来 ，总 投 资 额 近 3 亿 元 的 耕 康 集 团
小 岗 村 大 福 地 中 医 药 康 养 园 项 目 一 期 正 式
开 工 。 总 投 资 30 亿 元 的 恒 大 集 团 小 岗 村 田
园综合体项目成功签约，项目建成后将使小
岗 村 在 三 产 融 合 发 展 的 道 路 上 迈 出 了 里 程
碑式的一大步。 (韩延龙）

小岗统筹推进改革发展 促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本报讯 我 县 深 入 实 施“ 人 才 强 县 ”
战 略 ，面 向 社 会 开 展 人 才 引 进 工 程 ，多
举 措 打 造“ 智 汇 凤 阳 ”，为“ 千 亿 硅 谷
大美凤阳”发展打造强劲人才磁场。

打出政策红利牌。地方要发展，仅
仅依靠本土人才是不够的，尤其是针对
我县存在高端人才短缺的现状，需要主
动向人才抛出“橄榄枝”。《凤阳县人才
引 进 实 施 办 法（试 行）》释 放 政 策 红 利
吸 引 人 才 ，2019 年 引 入 19 名 硕 士 研 究
生 ，均 按 时 兑 现 生 活 补 助 。 2020 年 10
月下发了《部分事业单位公开引进急需
紧缺人才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引进 20
名高层次及急需紧缺人才来凤工作，截
止报名结束共有 103 人报名。

打好柔性引进牌。聚焦发展需求，
集中各部门力量，深入企业调研人才需
求 ，建 立 急 需 紧 缺 人 才 目 录 ，以《长 江
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为引

领 ，积 极 融 入 长 三 角 人 力 资 源 市 场 ，探
索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人才合作，完善人
才 柔 性 引 进 机 制 ，实 现 不 求 所 有 、但 求
所用的人才共享，加快紧缺人才引进步
伐 。 在 今 年 11 月 滁 州 市 委 、市 政 府 举
办的“智慧滁州-揭榜挂帅”活动上，凤
阳 县 通 过 发 布“ 技 术 需 求 ”，促 使 赵 东
元院士与鑫民玻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柔 性 引 进 赵 东 元 院 士 作 为 硅 基 产 业 技
术顾问，为凤阳硅基产业的发展切实起
到指导作用。

打巧乡情乡谊牌。依托《“凤还巢”
人才回归工程实施办法（试行）》，向凤
阳 籍 在 外 优 秀 人 才 释 放 出 更 强 大 的 吸
附 力 ，广 泛 吸 引 外 出 人 才 回 凤 贡 献 力
量 。 2019 和 2020 年 通 过“ 凤 还 巢 ”共 回
归 41 人，充分遵循“人岗匹配”的原则，
让人才在适合自己的舞台上大施所能、
大展才华、大显身手。 （杨晓彤）

打好引进组合牌打好引进组合牌 营造人才强磁场营造人才强磁场

本报讯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县以
紧 密 型 县 域 医 共 体 区 域“ 影 像 、检 验 、
心 电 和 病 理 四 中 心 ”建 设 为 依 托 ，充 分
发 挥“ 区 域 四 中 心 ”在 抗 击 疫 情 中 的 重
要作用，取得良好成效。

区 域 影 像 中 心“ 促 服 务 更 优 ”。 我
县依托现有的县级医院影像科室，升级
完 善 县 级 医 院 中 心 机 房 ，实 现 县 域
PACS 系统与省医疗影像云平台互联互
通，各医共体内分院将 DR 检查的图像
通 过 远 程 系 统 上 传 至 县 域 影 像 诊 断 中
心 ，影 像 诊 断 中 心 负 责 诊 断 并 将 在 30
分 钟 内 将 诊 断 报 告 通 过 信 息 系 统 传 输
给 送 检 医 疗 机 构 ，及 时 、准 确 诊 断 ，提
高了疫情期间的医疗服务效率。

区 域 检 验 中 心“ 促 时 效 更 快 ”。 检
验 中 心 依 托 牵 头 医 院 的 检 验 医 疗 设 备
及 技 术 ，联 合 下 辖 的 乡 镇 卫 生 院 检 验
科 ，对 医 共 体 内 检 验 资 源 进 行 整 合 共
享，建立起一个覆盖医共体内的中心检
验实验室，乡镇卫生院检验科只保留少
量 时 效 要 求 较 高 且 较 为 简 易 的 常 规 检
验 和 急 诊 检 验 项 目 。 检 验 中 心 在 各 医
共体内分院设立新冠咽拭子采样点，将
采集样本配送到检验中心检验，提供实

时报告下载查阅，极大的降低了群众因
路途周转而出现的交叉感染风险。

区 域 病 理 中 心“ 促 技 术 更 优 ”。 将
县 内 各 家 医 院 分 散 的 病 理 诊 断 资 源 进
行集中和有机统一，对各乡镇卫生院送
来 的 标 本 进 行 登 记 、取 材 、制 片 、诊 断
并 生 成 报 告 ，从 而 高 效 、优 质 地 为 患 者
提 供 临 床 服 务 。 病 理 信 息 系 统 实 现 对
整个检查流程的信息化管理，使部分能
在 二 级 医 院 完 成 的 小 手 术 在 医 共 体 内
分 院 完 成 ，并 得 到 相 应 的 病 理 诊 断 服
务，有效缓解县级医院病人就诊压力。

区 域 心 电 中 心“ 促 质 量 更 高 ”。 通
过 医 共 体 牵 头 医 院 联 合 县 域 内 的 基 层
医疗机构组建区域心电中心，对医共体
内 的 心 电 图 检 查 与 诊 断 实 施 同 质 化 管
理 ，实 现 区 域 数 据 共 享 和 远 程 报 告 ，为
基层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心电诊治服务。

1 月 -11 月 ，县 医 共 体 牵 头 医 院 接
收 基 层 医 疗 机 构 心 电 会 诊 1735 例 、影
像 会 诊 14532 例 ，检 验 会 诊 1266 例 、病
理 送 检 55 例 ，“ 区 域 四 中 心 ”的 运 行 减
轻了牵头医院防控压力，达到了节约资
源 、提 高 效 率 、方 便 群 众 的 效 果 ，提 高
了群众满意度。（韩延龙 李宏伟 宋彦）

医共体区域医共体区域““四中心四中心””助力疫情防控助力疫情防控

本报讯 玉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重
要的文化器物与文化现象。据文献记载
和 考 古 发 掘 表 明 ，早 在 新 石 器 时 代 ，先
民就已知道利用天然玉料制作精细的工
具和装饰品。

凤 阳 作 为 明 文 化 的 发 祥 地 ，不 仅 存
在 着 遥 远 的 史 前 文 明 ，更 有 名 扬 天 下 的
明 中 都 皇 故 城 遗 址 ，笔 者 认 为 ，这 个 遗
址也与玉石紧密相关。在皇故城午朝门
一 带 的 汉 白 玉 础 石 及 城 墙 的 周 围 底 座 ，
有 很 多 玉 石 雕 刻 的 龙 、凤 、麒 麟 、鹿 ，以
及 各 种 花 卉 、祥 云 等 图 案 ，这 是 古 建 筑
史上的瑰宝。明中都皇故城为后来改建
南京城和营建北京城提供了建设蓝本和
实 践 经 验 ，而 基 础 石 及 城 墙 底 座 的 玉 石
雕 刻 ，说 明 其 建 筑 标 准 很 高 。 此 外 ，在
凤 阳 各 地 还 散 落 着 不 同 时 期 、不 同 风 格
的玉石雕刻遗存，包括文字、刻画、石像
生等，品类众多、形象逼真。因此，笔者
认 为 ，中 国 玉 文 化 在 明 朝 时 期 是 一 个 不
可 忽 视 的 发 展 阶 段 ，玉 雕 作 品 层 出 不
穷 ，品 类 繁 多 ，数 量 巨 大 ，具 有 文 人 气
息，特征显著。

在《本 草 纲 目》中 ，有 这 样 一 段 记
载 ：“ 白 滑 石 如 方 解 石 ，色 似 冰 白 ，濠 州

（今凤阳）出滑石，理粗质青，有黑点，亦
谓 斑 石 ，皆 可 做 器 ，甚 精 好 。 今 濠 州 所
供青滑石，云性寒无毒，主心气涩滞，与
本经大同小异。”通过这段记载，我认为
作 者 李 时 珍 对 凤 阳 玉 石 有 所 了 解 ，认 识

到 这 种“ 滑 石 ”，既 可 入 药 ，又 可 做 器 。
到 了 近 现 代 时 期 ，凤 阳 的 玉 雕 坊 兴 盛 起
来 。 据 文 献 记 载 ，当 时 凤 阳 当 地 从 事 玉
雕 的 人 数 众 多 ，大 件 的 雕 刻 多 使 用 凤 阳
本 地 的 山 料 ，各 类 工 艺 精 细 、花 色 繁 多
的 玉 制 品 ，其 原 料 基 本 都 是 从 外 地 采 购
来 的 ，同 时 还 做 来 料 加 工 业 务 。 玉 雕 制
品 有 浅 雕 、浮 雕 、透 雕 、镂 雕 等 工 艺 ，形
状 各 异 、产 品 远 销 各 地 。 有 如 此 众 多 的
玉 雕 艺 人 ，可 以 推 测 当 地 有 较 为 丰 富 的
玉石资源。

如今，经过勘查，笔者发现凤阳不仅
存 在 大 量 的 青 色 斑 石 ，还 有 粉 红 色 、乳
白 色 、绿 色 混 合 在 一 起 的 石 料 ，有 的 细
腻 润 泽 ，已 达 到 玉 的 质 地 。 在 凤 阳 九 华
山 一 带 过 去 开 采 留 下 的 坑 口 中 ，仍 可 以
看到色泽不同的玉石材料。然而这些开
采 出 的 材 料 ，过 去 是 用 作 砌 墙 ，砸 碎 铺
路 ，磨 粉 和 泥 当 普 通 建 材 用 的 。 长 期 以
来 这 些 玉 石 散 落 各 地 、随 处 可 见 。 笔 者
曾 利 用 这 样 的 玉 石 制 作 了 一 个 笔 架 ，青
色、白色、红色，相互融合，色彩斑斓，既
实用，又可把玩观赏，很有特色。

凤阳玉石，丰富且品类众多，有一定
的 创 新 发 展 潜 力 ，能 进 行 合 理 开 发 利
用 。 当 前 ，明 中 皇 故 城 考 古 遗 址 公 园 正
在 建 设 中 ，凤 阳 玉 雕 作 为 一 项 民 间 技
艺，有传统、可恢复、有价值、有特点，可
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项目及历史文化名
城增添一道靓丽的色彩。 （王海）

明中都皇故城遗址中的玉石文化明中都皇故城遗址中的玉石文化

本报讯 2020 年 以 来 ，我 县 坚 持 将
“ 一 老 一 小 ”工 程 作 为 提 升 幸 福 指 数 、
提升生活品位的惠民工程、加快县域发
展 的 基 础 工 程 抓 牢 抓 好 ，努 力 实 现“ 老
有 颐 养 、学 有 优 教 、幼 有 善 育 、弱 有 众
扶”，不断筑牢群众生活幸福的根基。

老 有 所 养 、老 有 所 依 在 凤 阳“ 落 地
落实”。我县扎实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
设，目前有养老机构 27 所，每千名老年
人 拥 有 养 老 床 位 数 43 张 ；建 立 县 级 养
老服务指导中心 1 个，城市社区及乡镇
养老服务站实现全覆盖；引进国内知名
品牌居家养老服务企业 1 个，建设城市
社 区 养 老 服 务 中 心 12 个 、乡 镇 养 老 服
务中心 11 个、村级养老服务站点 30 个，
以 居 家 养 老 为 基 础 、社 区 为 依 托 、机 构
为 补 充 的 养 老 服 务 体 系 已 初 具 规 模 。
落实政府托底保障，我县有五保供养对
象 5046 人 ，切 实 解 决 了 特 困 供 养 人 员
的 迫 切 需 求 ；为 52 名 百 岁 老 人 按 每 人
每 月 300 元 、2794 名 90-99 岁 高 龄 老 人
按 每 人 每 月 100 元 、15137 名 80-89 周 岁
的老年人发放高龄生活补贴；对纳入最
低生活保障范围的 70 周岁及以上老年
人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对 象 范 围 的 60 周 岁
及以上老年人给予养老服务补贴；为府
城 、临 淮 、经 开 区 和 小 岗 村 的 1940 名

“ 四 类 ”困 难 老 人 提 供 每 月 2 小 时 免 费
居家养老服务，全县累计政府购买服务
经 费 65.6 万 元 。 我 县 推 进 农 村 敬 老 院

“ 公 建 民 营 ”，转 型 后 乡 镇 敬 老 院 运 营
主 体 由“ 乡 镇 政 府 ”转 变 为“ 专 业 养 老
企业”，服务对象由“特困人员”扩展到

“全体社会老人”，资金投入由“财政为
主 ”转 变 为“ 社 会 资 本 为 主 ”，截 至 目
前 ，我 县 共 有 13 所 农 村 敬 老 院 和 县 级
社 会 养 老 服 务 中 心 实 现“ 公 建 民 营 ”转
型 ，引 进 专 业 养 老 企 业 4 个 ，引 导 2000
万元社会资金投入养老机构改造提升。

儿 童 关 爱 保 护 在 凤 阳“ 安 全 安
心 ”。 我 县 强 化 兜 底 保 障 ，对 机 构 养
育、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分别按每
人 每 月 1450 元 、1050 元 落 实 到 位 ，对 其
他生活困难的儿童，按相关政策规定予
以 救 助 和 保 障 。 建 立 了 流 浪 乞 讨 未 成
年人保护中心，全面推进农村留守儿童
之家建设，配备乡镇儿童督导员 20 名、
村 居 儿 童 主 任 268 名 ，负 责 留 守 儿 童 关
爱保护。此外，我县先后组织开展了农
村 留 守 儿 童 、困 境 儿 童 、事 实 无 人 抚 养
儿 童 摸 底 排 查 ，为 全 县 农 村 留 守 儿 童 、
困 境 儿 童 按“ 一 人 一 档 ”要 求 建 立 了 信
息台账，为下步做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工作打下坚实基础。（韩延龙 夏智雪）

做好“一老一小” 提升百姓幸福指数

本报讯 县 纪 委 监 委 坚 持 以 问 题 为
导 向 ，加 强 源 头 治 理 与 管 控 ，盯 紧“ 小
微 权 力 ”，强 化 监 督 执 纪 问 责 ，严 惩 基
层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

近年来，我县办理的涉“水”案件
引 起 社 会 普 遍 关 注 。 2015 年 查 办 的 凤
阳县花园湖渔政站腐败窝案，8 人敛财
100 余 万 元 ；2019 年 查 办 的 河 道 管 理 局
原 局 长 姚 某 充 当 黑 恶 势 力“ 保 护 伞 ”，
以 权 谋 私 ，违 反 党 的 纪 律 ，构 成 职 务 违
法并涉嫌犯罪；凤阳县鹿塘水产良种场
场长、凤阳县连丰水务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张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15 年 由 渔 民 实 名 举 报 引 发 的 花
园 湖 渔 政 站 腐 败 窝 案 。 站 长 左 某 等 7
名 渔 政 站 工 作 人 员 和 1 名 从 事 水 产 养
殖 的 渔 民 ，采 取 克 扣 渔 民 油 补 卡 、虚 报
船只柴油机数等方式贪占渔民油补款，
向 渔 民 乱 收 费 ，且 收 钱 不 开 据 、不 入 账
等 。 全 站 7 名 工 作 人 员 ，人 人 能 收 钱 ，
人 人 都 管 钱 ，人 人 可 分 钱 ，收 管 用 不
分。并在县纪委调查时，站长左某某还
安排财务人员销毁账目，以毁灭犯罪证

据，对抗组织调查。最后左某等人涉嫌
贪 污 、挪 用 公 款 、受 贿 等 ，涉 案 金 额 近
100 万 元 。 此 案 的 查 处 ，为 花 园 湖 的 渔
民们挽回了经济损失，也为全县基层站
所工作人员依法履职敲响了警钟。

相 对 于“ 远 在 天 边 ”的“ 苍 蝇 ”，群
众对“近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蝇贪”感
受 更 为 真 切 。 群 众 关 切 的“ 蝇 贪 ”现 象
不 容 忽 视 。 县 纪 委 监 委 紧 盯 发 生 在 群
众 身 边 的 腐 败 问 题 ，对 所 有“ 微 腐 败 ”
行 为 决 不 手 软 。 集 中 力 量 惩 治“ 蝇
贪 ”，把 维 护 群 众 利 益 放 在 突 出 位 置 ，
凡 是 群 众 反 映 强 烈 的 问 题 都 严 肃 认 真
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坚决
纠 正 。 强 化 监 督 检 查 、督 查 督 办 ，严 厉
惩 治 民 生 资 金 、“ 三 资 ”管 理 以 及 各 类
惠 民 政 策 落 实 等 领 域 的“ 蝇 贪 ”和“ 微
腐败”问题。

县 纪 检 监 察 机 关 始 终 保 持 高 压 态
势 ，坚 持 党 风 廉 政 建 设 和 反 腐 败 ，努 力
构建“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的氛围
和有效机制，让人民群众看到实实在在
的变化；彻底查清和严惩黑恶势力及其
背后的“保护伞”。 （王厚义 王玉宝）

立立““制制””治治““腐腐””树正气树正气

“ 小 岗 村 产 的 农 产 品 都 是 绿 色 的 ，没 有 假
货。”近日，在我县小岗村电商直播基地的直播镜
头 前 ，“ 大 包 干 ”带 头 人 之 一 、74 岁 的 关 友 江 正 在
为小岗村土特产品及深加工农产品直播带货。

“关爷爷的话，我信。”1 万多名网友或留言点
赞 ，或 下 单 购 买 。 昔 日 带 头“ 大 包 干 ”，今 天 带 头
上直播，“网红”关友江一上线就受到网友热捧。

1978 年 ，关 友 江 等 小 岗 村 18 户 村 民 实 行 农 业
“大包干”，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关友江先后担任小岗村村委会副主任、主任，
退 休 后 经 常 参 加 社 会 活 动 ，当 起 小 岗 干 部 学 院

“客座教授”，与学员面对面讲解“大包干”精神。
近年来，小岗村持续深化改革，推动三次产业

融 合 发 展 ，成 立 旅 游 公 司 ，建 设 农 产 品 深 加 工 产
业 园 ，盼 盼 食 品 、蒸 谷 米 食 品 等 亿 元 以 上 项 目 先
后建成投产。如今，小岗村土特产品及深加工农
产品越来越多。

从 2020 年 初 开 始 ，小 岗 村 建 立 了 电 商 直 播 带
货基地，定期在网上直播销售。关友江成为小岗
村形象代言人之一。

“ 当 初 搞‘ 大 包 干 ’就 是 为 了 大 家 过 上 好 日
子。现在，搞电商也是为了适应农村改革发展的
新形势。只要身体允许，这个带货‘网红’我愿意
一直做下去！”关友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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