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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企业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霍邱县新店镇携手本土企业发起“万企兴

万村”行动，旨在通过企业力量赋能乡村，实现企业
社会责任与乡村共融发展新路径，重点举措包括产
业对接、人才培训、基础设施建设、文化交流。

（张光军）

金融服务进乡村
霍邱县冯瓴镇积极践行“最多跑一次”的政务理

念，将金融服务送下乡。11月1日，该镇信用社工作
人员携带设备，帮助村民办理社保卡更换、一卡通绑
定、小额贷款等金融业务，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
金融服务。 （李中千）

党建引领促振兴
今年以来，霍邱县乌龙镇坚持党建引领，落实党

员联户制度，构建“网格长－党员－村民”+“特色志愿
服务队伍”的网格微治理体系，在产业发展、人居环
境整治、矛盾纠纷化解等方面当先锋、做示范。

（王俊杰）

用好公益岗位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以来，霍邱县花园镇按照“因需设岗、以岗

定员、人岗匹配、属地管辖”的原则，开发保洁员、护
路员、护绿员等乡村公益性岗位，并放宽安置年龄限
制，加大岗位开发力度，助力乡村振兴。 （李猛）

落实医保政策护航乡村振兴
为健全医疗保障制度，减轻群众医疗费用负

担，霍邱县邵岗乡建立“政策找人”的医保工作机
制。强化监测帮扶责任落实，定期对脱贫人口医保
报销情况进行分析监测，确保工作不留空档、政策
不留空白。 （吕文欢）

深耕基层治理服务乡村振兴
今年以来，霍邱县曹庙镇践行新时代“枫桥经

验”，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对矛盾和问题进行有效
预判，并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同时，加强法治宣传
教育，提高群众的法律素养，从源头上预防矛盾的
发生。 （孙政）

严防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
自秋季秸秆“双禁”工作开展以来，霍邱县长

集镇扎实推进秸秆焚烧整治行动，发挥工作联络
群和网格服务群等平台作用，采用悬挂横幅、张贴
标语、发放宣传册等形式，持续宣传秸秆禁烧的重
要性。 （张燕）

排查消防隐患共筑安全底线
近日，霍邱县三流乡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行

动，重点检查了各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消防通
道、消防设备等情况，同时向从业人员宣传消防安
全知识，切实消除各类隐患，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 （李天宝）

小小光伏公益岗
助力致富大目标

今年以来，霍邱县城西湖乡积极按照上级培
训要求，将光伏发电的部分收益用于开发脱贫人
口公益岗位，设立光伏公益岗。截至2024年，城
西湖乡共建成光伏电站13座，逐步实现脱贫人口
稳定就业。 （蒋玲玲）

霍邱县彭塔镇——

建好管好“致富路”
本报六安讯 近年来，为推动乡

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六安市霍邱
县彭塔镇把道路建设作为改善农村
基础设施的重要抓手，通过全面提升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
不仅改善了群众的出行条件，也为推
动经济发展、促进产业振兴提供了强
有力的保障。

彭塔镇大力实施道路提质改造
工程，对辖区内的主干道路和村级道
路进行修缮升级，改善道路的通行能
力与安全性。针对偏远村庄、农业基
地等重点区域，镇政府还特别加大了

对农村公路的建设和维护，确保农产
品运输的通畅，推动农业产业链的延
伸与发展。

在道路安全管理方面，彭塔镇注
重提升交通设施配套水平。在镇村主
干道增设了交通标志、警示标牌和减
速带等设施，修建护栏、划设路面标
线，尤其是在学校、集市等人流密集
区，进一步完善了道路安全设施，保障
行人和车辆的安全。同时，镇政府定
期组织道路安全巡查，对隐患路段进
行及时整治，确保道路使用安全。

为增强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彭

塔镇还通过宣传教育活动助力乡村振
兴建设。镇村干部联合交警部门深入
村庄、农户家中，开展交通法规宣传，
普及安全驾驶知识。通过广播、宣传
标语和道路安全知识培训，提升村民
的交通意识，促使大家自觉遵守交通
法规，形成良好的出行习惯。

未来，彭塔镇将继续加大对道路
安全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进
一步完善乡村道路网络，提升交通安
全管理水平，确保道路畅通、安全有
序，为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提供更加
坚实的基础保障。 （赵梦楠）

霍邱县夏店镇——

强举措建机制 保稳定护平安
本报六安讯 近年来，六安市霍

邱县夏店镇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积极
探索新形势下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全
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一是打造“一合两联”主阵地。成
立“一站三中心”，积极整合公共法律
服务工作站和综治中心、矛盾纠纷调
处中心、信访接待中心，握指成拳打通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实现合署联
动，联手服务群众，联手综合治理，成
为夏店镇加强基层治理的主要途径。

二是创建“平安夏店”好环境。强

化法治宣传教育。通过多种方式全方
位、多渠道开展法治宣传；深入推进矛
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对各类矛盾纠
纷和涉访风险开展常态化排查起底，
坚持日排查、日报告、日通报、日调度；
认真接待调处群众来访。坚持“党
建+信访”“清单+闭环”工作机制，切
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力做
好重大维稳安保工作。围绕全国“两
会”等重大活动，完善维稳工作指挥体
系，及时准确掌握辖区涉稳人员思想、
行动信息，强化预警信息核查、人员稳
控，依法处置，确保人稳当地；强化社

会治安巡逻防范。常态化组织辖区镇
村干部、党员、平安建设志愿者开展夜
巡夜查活动，定期对辖区内社会治安
重点地区与突出治安问题进行排查整
治，消除问题隐患、维护社会稳定。

三是推广“典型示范”新做法。夏
店镇在探索乡村治理机制上充分吸
收全省各地先进经验，做到取长补
短、常学常新，为乡村治理带来源源不
断的动力。积极推进“无事找书记”工
作，推广应用“金其华工作法”化解矛
盾纠纷，推动各村主动对接长集法庭
探索“无诉村”建设。 （金其华）

安徽今年粮食生产
投入资金434.7亿元

笔者日前从安徽省财政厅获悉，
今年以来，安徽省粮食生产投入资金
434.7亿元，同比增长12.4%，省财政
围绕粮食耕、种、管、收全环节，真金
白银投入，助力中国饭碗多装优质

“安徽粮”。
据悉，安徽省财政厅强化农业补

贴政策，拨付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
机购置补贴等106亿元。安排资金
3.4亿元，同比增长37.2%，引导种粮
规模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多种粮、种
好粮。支持种业发展壮大，省财政安

排资金1.2亿元，支持开展小麦和水
稻良种联合攻关、种质资源保护与利
用、建设省级种质资源库。投入
6000万元，开展小麦、水稻重大品种
推广试点。

为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省
财政将新建项目亩均投入由上年的
2500元提高到3000元，取消对产粮
大县资金配套要求，所需资金全部由
省财政承担。全省累计投入资金
132.7亿元，同比增长24.5%。支持
粮食生产精耕细作，拨付资金17亿

元，支持25个省级指挥田、125个精
耕细作示范点，以及集中育秧设施、
粮食烘干中心建设。

织密粮食生产风险保障网方面，
省财政积极筹措拨付资金9.6亿元，
精准支持小麦赤霉病防控、水稻病虫
害防治及冻雨冰雪、旱情、洪涝等防
灾救灾工作。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
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首次实现全
省所有县（区）全覆盖，全省农业保险
保费补贴资金34.6亿元，同比增长
27%。 （杨丹丹）

菊花飘香采摘忙
11 月 9 日，芜湖市

三山经济开发区峨桥镇
农庄村，农民在采收菊
花。 近年来，芜湖市三
山经济开发区峨桥镇强
化党建引领，采取“村级
党组织+基地+农户”模
式，不断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引导村民集中连
片发展菊花种植，形成
了栽培管理、收购、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
链，同时推进农、文、旅
产业融合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

王玉实 姚植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