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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短缺、水质不安全，是一些贫困
乡村发展的拦路虎，也直接影响着贫困
地区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近
日，笔者来到位于天长市南部高岗干旱
地区——金集镇有名的产业经济薄弱村
草西村，感受那里发生的变化。

临近中午，炊烟袅袅，笔者来到该村
村民魏玉凤家中时，正赶上魏玉凤和老
伴一起在准备午饭。

“一回想起以前挑水，腰就不自觉地
痛起来。”75岁的魏玉凤回忆，以前村里
没有安装自来水，吃的用的水都是 5 里
路外水库的水。挑回来的水，还需要待
泥沙沉淀后，选用上面最干净的那部分，
不但生活上极不方便，饮水安全也得不
到保障。

“村里通自来水的那天，大家都高兴
坏了。”魏玉凤说，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地计
算水的用量，再也不必担心天旱没水，每
次打开水龙头，用着这么干净的自来水，
就觉得特别幸福。“家里还装了热水器，随

时都能洗上热水澡，这多亏了政府的民生
好政策啊。”魏玉凤口中的“民生好政策”，
正是天长市近几年实施的“农村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工程”民生项目。

“我们草西村，地处‘鸡鸣三县’的皖
苏边界、草庙山南坡，是天长市严重干旱
村之一。60年代初，在市镇两级政府大力
支持下，村民齐心协力，修建了草庙山水
库及其配套的干渠。由于年久失修，水利
设施老旧，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用水日益
紧张，遇到干旱少雨年景，村民饮水都靠
市里派消防车送。”草西村党支部书记陈
叶桃回忆起过去令人心酸的往事。

在草西村支书陈叶桃带领下，笔者
来到了村里的水源点，这里有一套由政
府“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民生项
目资金建设的现代化饮水处理系统，该
处理系统由反应沉淀池、过滤池、清水池
等组成，经过这个系统处理后的水质，完
全达到饮用水的卫生标准。“自2019年饮
水工程建成起，我们村就彻底告别了挑

水喝的历史，如今，不但能满足本村村民
使用，还能供应给隔壁的马塘村呢！”陈
叶桃笑着说。

破局思变，蓄势待发。在扶贫的过
程中，国家的“民生工程”不仅给草西村
带来了安全放心的饮用水，更是将发展
产业的“一池活水”注入了村民的心田。

草西村的村民一直以来都是守着几
亩耕地过日子，直到2016年，进村还只有
一条 2 米宽的沙土路，为了给贫困户谋
出路，市镇两级为草西的产业发展“把脉
会诊”想了很多办法。

经过市里农科中心农业专家的考察，
发现草西村的土壤酸碱度接近中性，适合
发展葡萄、黄桃、鸭梨等特色产业。2018
年，草西村开始以“公司+合作社+贫困
户”的形式发展经果林产业，市里利用“产
业扶贫”民生项目30万元投资100亩地的
形式帮助贫困户入股黄桃、鸭梨产业，实
现了每户每年 2500元的产业分红，草西
村当年就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水果产

业虽然带领贫困户脱了贫，但是在投入之
初，村民们并不支持。“黄桃不会种怎么
办？要是没收成怎么办？卖不出去怎么
办？”种种顾虑制约着村民们的思想。市
镇驻村扶贫干部和村干部一道反复给村
民做思想工作，村民们从最开始的不理
解，到实实在在得到分红见着效益，观念
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原来，这高岗旱地就
是我们脱贫致富的‘聚宝盆’啊！”

思路一变天地宽。黄桃、鸭梨、葡萄
种植，猕猴桃基地，冬瓜梨种植，香菇大
棚……在民生项目的支持下，草西村产
业遍地开花，村集体经济收入由负数增
长至 10 多万元，贫困户年人均收入由
2100元增长至8650元。

如今的草西村，水泥路一直修到了
村民家门口，自来水流进了家家户户、

“冲水厕”取代了“露天坑”……曾经的贫
困村正向着美丽乡村转变。日子越过越
舒心的草西人最爱说的话就是：“党的民
生政策好，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水”润草西
陈业霞

“‘旱改水’使用冲水马桶以后，厕所
里再不见苍蝇蚊子了，安全、方便又干
净，新时代享受到了新生活，日子真是越
过越好啦。”看着自家墙面洁白、地面平
整、通风透气的卫生厕所，凤阳县板桥镇
中心村村民陈迪珍欣慰的笑容里，盛满
了幸福的喜悦。

2019年以来，一场以“清洁村庄助力
乡村振兴”为主题，以影响民生工程的突
出问题为重点的农村厕所革命，在板桥
镇打响。截至目前，该镇3个示范村1个
示范社区1300座旱厕改造任务全部高质

量完成。
习惯了“两块砖一个坑”老式厕所的

农民群众，如何在短期内接受了卫生厕
所这一“洋事物”？当前改厕进度如何？
工作中是否遇到了阻力和难题？

万事开头难，最初听说要改厕，村民
中或多或少存在“传统习惯不想改、刨墙
破土不愿改、担心效果不敢改”等顾虑。
该镇党政主要领导明确表态，“群众满意
是改厕工作的最高标准”。为此，该镇成
立了由镇党委书记为组长、镇长为常务
副组长、部门负责人为副组长、各村书记

主任为成员的农村户用厕所改造工程领
导小组。按照“政府引导、村民主体、整
村推进”原则，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制定
标准、指导技术、检查监督、验收考核、拨
付资金，由招投标管理局统一招标厕屋
的施工队负责实施，村干部是主要负责
人，全程参与、监督工程施工，村民的满
意度是检验工程质量的唯一标尺。

三分建设七分管理。为了让村民改
的放心，用的舒心。该镇还建立了户改
厕长效维护机制，通过成立专业的维修
队伍，每年拿出专项维修资金，对厕所进

行定期维修管护。此外，通过印发维修
人员名片给村民的方式，做到有问题及
时上门解决。

正是因为把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落到了实处，充分调动起
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板桥镇
农村改厕工作才得以顺利推进、健康运
行。近两年大刀阔斧的厕所革命，让农
民群众彻底告别了“土茅坑”，真是一项
得民心、顺民意、惠民生的幸福工程，同
时也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动乡村振
兴的重要发力点。

小厕所关系大民生
乐丽蓉

9 月 16 日上午 9 时，随着工人将工
作器材搬进清流街道居民孔老的家中，
标志滁州市暨琅琊区特殊困难老年人
家庭适老化改造工程正式启动施工。

2020年，滁州市被列为第五批中央
财政支持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

革试点地区，根据《滁州市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滁
州市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实施办法（试行）》，滁州市民政局和琅
琊区民政局共同组织、积极推进适老化
改造工程。适老化改造工程通过对老

年人家庭生活环境及设施的升级改造，
辅助和方便老年人居家生活，提升老年
人居家生活品质。前期，琅琊区民政局
联合街道、社区，严格普查和筛选改造
项目家庭，陪同设计施工人员冒着酷暑
上门入户，逐条登记老人需求并建档；

首批列入适老化改造老人家庭共 105
户，以低保困难家庭、计划生育特殊困
难家庭、武汉一线抗击疫情家庭、服役
期间获得军功的退役军人家庭、劳模家
庭、空巢独居老人家庭等为主。

滁州市暨琅琊区适老化改造工程正式启动
周莹洁

“通过政府购买让我有了一份稳定
的工作，我感到很满意”，家住张山镇的
张和和现已成为来安县残疾人服务中心
的业务能手。

今年我市高校毕业生达 2.25 万人，
创历史新高。受疫情影响，毕业生就业
难度增大。我市人社部门根据民生工程

“就业创业促进”中相关要求，积极开展
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攻坚”行动，对毕
业生就业报到、见习、求职和维权四大难
题对症下药，取得成效。目前全市已有
1.59 万名毕业生就业成功，就业率达
70.74%，居全省前列。

网上报到“问诊”。在全省率先开设

高校毕业生网上报到系统，让外地毕业
生可以通过电话、短信、档案查询和“职
等您来”就业小程序等线上线下登记服
务渠道，实现网上报到和档案转接查询
等功能，细化优化“不见面服务”。今年
已接收毕业生报到 1.68万人，对已报到
未就业毕业生自动识别转入帮扶状态，
经省人社厅、教育厅统计和市县上门摸
排，全市共有 6994名未就业毕业生列入
重点帮扶。

扩大见习“壮骨”。修订《滁州市大
学生见习实习基地管理办法》，加大创业
政策扶持力度和中小微企业就业补贴力
度，对疫情期间新招毕业生的中小微企

业，给予每人1000元补贴，目前已发放补
贴 305万元。推动企业与大中专职业院
校对接，按“六有”标准认定就业见习基
地 69 家，开发就业见习岗位 1520 个，给
予见习人员每月 80-160元补贴，目前已
为1260人发放补贴105万元。支持有创
业意愿的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累计为
高校毕业生发放创业担保贷款316万元。

系列招聘“活血”。拓宽毕业生求职
渠道，疫情以来共举办网上招聘 36 场、
线下“2+N”招聘120余场，市县两级招聘
面向高校毕业生岗位达1815人。对未就
业高校毕业生进行发动百名人社专员进
行“1× 20”服务，与就业困难毕业生结对

帮扶。支持中小微企业开展面向新录用
大学生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技能培训补
贴标准由800元提高到1200元。目前累
计培训毕业生 3855人，在线培训人数居
全省第一。

维权护薪“顺气”。为高校毕业生开
设就业维权绿色通道，引导毕业生来滁
就业创业，今年已为 39名来滁就业大学
生发放住房补贴 204 万，为 2614 名毕业
生发放求职创业补贴 392.1 万元。对大
学生群体维权给予重点关注，今年以来
共办理涉及高校毕业生维权案件624件，
为878名高校毕业生挽回经济损失958.3
万元，处罚“黑中介”3家。

“四味良药”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叶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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