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以疫情防控为切入点，
推动农村人居环境大改善，村民
文明素质大提升？广德市依托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精准施策，
构建起了环境优美、乡风文明、群
防群治的“文明防线”，让乡村颜
值更“靓”、内涵更“实”。

“分”出村庄景如画

近日，趁着天气晴朗，东亭乡
颂祥村村民陈金霞起了个大早，
将房前屋后收拾干净了，便开始
分装起垃圾来。

“纸屑、塑料瓶是可回收垃
圾，果皮、剩菜是厨余垃圾。”陈金
霞做得轻车熟路，“现在还多了一
样，使用过的口罩要放到村口设
置的专用垃圾桶里。”陈金霞指着
垃圾袋里的废旧口罩说道。

疫情发生后，颂祥村在垃圾分
类的基础上，单独设置了口罩回收
专用垃圾箱，由专业医疗废弃物回收
公司按清运要求，对其进行单独密闭
收集和处理。通过生活垃圾的分类
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
理等环节，避免造成二次污染，让
疫情防控工作落到了实处。

广德市在做好“户集、村收、
乡运、市处理”垃圾治理模式的同
时，落实农村保洁制度，增加了各
村和社区垃圾清收次数，对村庄
垃圾及时清扫、收运，确保不漏
扫、不断档。

不仅如此，该市开展的改水
改厕、一体化推进农村环境“三大
革命”，以及农村文明创建等工

作，在疫情防控期间发挥着巨大
作用。如今，徜徉广德市各地村
庄的道路上，河清岸绿，街巷整
洁，宛如一张张美丽画卷。

“喊”出文明新风尚

“乡亲们，天气暖和了，不要
扎堆晒太阳、闲聊天，大家可以把
自家院子和屋里收拾收拾，家里
干干净净的，病毒就不容易入侵
了……”一大早，柏垫镇梨山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站长杨靖，手持
着“小喇叭”在村头吆喝起来。

在杨靖的号召下，村民们都
动了起来，大家拿起抹布、扫帚在
自家房前屋后忙活。“想要改善环
境卫生，提高村庄的文明程度，村
民的参与可少不了，我每天喊一
喊，提醒乡亲们保持卫生整洁，又
有党员干部带头打扫，现在全村
人都很积极。”说话间，杨靖还将
路边的垃圾捡拾起来。

疫情期间，发挥大作用的乡村
“大喇叭”和流动宣传车也有了新任
务，在做好疫情防控宣传的同时，结
合移风易俗工作，向村民普及卫生
常识和文明行为规范。据了解，该
市全国文明村镇邱村镇施村村“两
委”还编发了“施村村战‘疫’文明十
条”，引导村民讲文明，讲卫生，进一
步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清”出环境高质量

村民文明素养不断提升，也
激发农村的内在活力。在广德，

志愿服务早已成为村民参与文明
创建和乡村治理的新载体。

在卢村乡高庙村，十多位“红
马甲”正沿着村庄道路仔细清
扫。为织密疫情防控网，隔离各
类病菌的传播渠道，高庙村结合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和爱国卫生运
动，开展“防疫情、保健康”环境卫
生大扫除活动。

“清扫队伍里很多都是本村
村民，听说村里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大家都主动参加。”高庙村委
委员张婷婷表示，村民对自己的
家乡最了解，哪里有卫生死角，
哪里需要修修补补，他们能很快
找出来。

广德市在疫情期间依托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志愿者开
展“清洁家园 守护净土”志愿
活动，动员各地村民参与到村庄
环境整治，在活动中，志愿者们
不仅是“保洁员”，还当起了义务
宣传员，向村民发放《农村人居
环境卫生大扫除倡议书》，引导
村民增强卫生意识，维护好村庄
环境卫生。

从清扫村庄到驻守卡点，从
“义剪”理发到捐款捐物，志愿者
活跃在广德农村疫情防控工作的
每一个环节。自编自演防控宣传

快板的四合乡村民徐自发、景区
游客劝返点的卢村乡聋哑人劝导
员李荣富、为山上村民运送生活
物资的“便民代购员”柏垫镇志愿
服务队……广大志愿者和党员干
部一起构建起了“联防联控、群防
群治”的防疫堡垒。

文明实践在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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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集体场所防控100问

汽车云展促消费

3月19日，“皖美好车云端GO”2020安徽汽车云展会宣城启动仪式在亚夏汽车城举行，省商务厅副厅长乔兴力，副
市长郭金友出席启动仪式。据悉，此次活动通过线上车展线下展厅等渠道对车型、购车及服务展开宣传，制定了空前优
惠的消费政策让利于民，并对参加疫情防控的医护人员给予专门优惠。 本报记者 戴巍 摄

“这下好了，村里的香菇终于能
卖出去了。”看着香菇一篮篮装上
车，泾县茂林镇奎峰村村主任曹勇
笑着说道。自家葛粉、梅干菜、粉
丝、干笋终于有了着落，吴钟林的眉
头也舒展开来。

2019年，作为村产业扶贫项目，
奎峰村建起了14亩、拥有16座钢架
大棚的香菇种植基地，年产鲜菇约2
万斤，不仅为村集体每年带来3万多
元收入，还带动周边13户贫困户增
收。此外，2019年底，香菇基地拿出
1万元为全村贫困户进行分红。

眼下正值香菇集中上市的季节，
突如其来的疫情却将1000多斤香菇

封在仓库里。吴钟林等贫困户自产
的农产品也同样无处可售。就在一
筹莫展之时，泾县团县委传来好消
息，“青春活力助扶贫”行动将在茂
林镇沈岗、奎峰两个扶贫结对帮扶
村进行试点，对两个村所有贫困户
的滞销农产品进行摸底调查，帮助
解决滞销难题。

2月26日，在泾县团县委的组织
下，佘王剑、吴颖慧等6名爱心企业
家来到茂林镇，就滞销的农产品现场
对接销售，现场售出85斤笋干、梅干
菜等农产品。

2月29日，通过团县委对接，香
菇在苏果超市泾县店上架，当天上
午，首批香菇便销售一空。

“这份待售农产品清单，请您查
收……”泾县青年、泾县融媒体中心、
泾县之窗、泾县论坛等新媒体平台也

纷纷发文帮忙“吆喝”：“因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部分贫困村、贫困户农
产品滞销……现向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发出倡议，爱心助农，用实际行动
帮助我县贫困户渡过难关……”文中
列出滞销农产品品类、单价等信息，
供市民选购。

线上线下共同发力，县内县外一
起帮扶。截至目前，青春扶贫行动共
帮助沈岗村、奎峰村10余户贫困户
销售粉丝、干笋、葛粉等农产品215
斤，帮助奎峰村对接香菇销路两处，
已经销售香菇430斤，预计每月可销
售香菇600斤。

泾县团县委工作人员表示，除此
次试点的两个村外，还将在全县摸
底，对接更多贫困户、贫困村，进一步
打通销售环节，加大帮扶力度，为他
们解决更多实际困难。

我市首本新版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书颁出

本报讯 3月20日下午，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登门为企业发放了新版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这是我市实施“多审合一、多证合一”
以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发的第一本新
版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自然资源部推进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
证合一”改革，明确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和
用地预审合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与建设
用地批准书合并。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严
格落实该项工作要求，着力融通用地审批中
的“堵点”、“痛点”，制定《关于实施规划用地

“多审合一、多证合一”工作的通知》，调整审
批流程、精简审批材料、压缩审批时限。通过

“并、减、调”，申报材料精简率达到60%，办
理时间由14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以
内，压缩了64%，大大提升了办事效率，进一
步优化了营商环境。

此次为晟荣天境项目核发的第一本新
版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审批用时仅为 3
个工作日。新港文旅城董事黄中文拿着新
证，高兴地说道：“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的办理大大缩短了时间，可以说被疫情
耽误的工期，政府帮我们抢救回来了一部
分。作为全市第一家拿到新证的企业，我
们一定会用高质量、高标准的成果来回报
政府和社会的认可。”

截至目前，“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已
经在全市范围内全面铺开，市本级和各县市
区已按照改革要求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
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本报记者 王肖肖）

我市启动市直公益性
岗位开发工作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市人社部门了解

到，我市于3月中旬开展面向市直各单位

2020年度首批次公益性岗位征集开发，旨在

促进当下社会就业稳定，进一步推动就业扶

持工程组织实施。

据了解，本年度市直公益性岗位开发工

作，计划首批次开发10个岗位。岗位范围包

括基层非营利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

城乡辅助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机关

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工勤

服务辅助性岗位，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可

纳入公益性岗位范围的其他岗位。

据悉，相关薪酬待遇为用人单位应依法

按月足额支付就业人员不低于市直最低工资

标准的工资，具体为扣除个人应缴纳的社会

保险费部分后，不低于1380元每人每月，并

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本报记者 项嘉）

广德获
国家森林康养基地称号

广德讯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
四部门授予广德国家森林康养基地（第一
批）称号，这是安徽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县级
城市。

据悉，此次评选经省级推荐、专家评审
等程序，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改司、民政
部养老服务司、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
司、国家中医药局国际合作司四部门联合发
布。森林康养是以森林生态环境为基础，以
促进大众健康为目的，利用森林生态资源、
景观资源、食药资源和文化资源，并与医学、
养生学有机融合，开展保健养生、康复疗养、
健康养老的服务活动。 （李新）

气象科普走进
全市中小学生“网课”

本报讯 为纪念“3·23”世纪气象日的
到来，日前，中国气象学会联合中国气象科
学研究院、中国天气网，邀请专家围绕“气候
与水”开展气象科普知识讲座，直播当日全
市共有12所中小学1万多名学生在线聆听
了讲座。

记者了解到，为纪念世界气象组织的成
立，每年的3月23日被定为“世界气象日”，
又称“国际气象日”。每年“世界气象日”时，
世界气象组织都会确定一个主题，各国成员
围绕主题开展纪念活动。今年3月23日是
第六十个世界气象日，主题是“气候与水”，
旨在呼吁人们进一步认识新形势下气候与
水的关系，关注厄尔尼诺、拉尼娜等气候现
象以及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对水产生
的重大影响。 （本报记者 刘畅）

本报讯 为鼓励和支持
我市广大妇女自主创业、充
分就业，3月19日，宣城皖嫂

“百店千名妇女创业圆梦计
划”暨家政服务进社区宣传
动员会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
心举行。

据了解，宣城皖嫂“百店
千名妇女创业圆梦计划”由
宣城市皖嫂家政服务中心率
先在宣州区实施，计划在宣
州区 21个社区中设置 100
个皖嫂服务网点，与养老、育
幼、物业、快递等服务业进行
融合发展，方便居民、服务居
民。通过皖嫂“互联网+家
政”新业态形式，以皖嫂家政

服务为平台，整合家庭服务
项目资源，形成家政服务产
业集群。皖嫂家政在居民小
区设立 100 个皖嫂服务网
点，每个网点为2-10名妇女
提供创业机会，营造千名妇
女“勇于创业、乐于创业、善
于创业”的浓厚氛围。

此次活动还计划分批
招募创业者，首批招募 50
名创业者，创业女性可通过
自愿报名，签订《合作创业
协议》，并通过免费的皖嫂
系列培训合格者方可上岗，
第一批网店试运营时间为
2020年5月1日。

（本报记者 叶琦）

我市启动皖嫂
“百店千名妇女创业圆梦计划”

本报讯 疫情发生以
来，市司法局根据疫情发展，
不断总结经验，及时研究调
整着力点，持续多点发力，从
全力投入疫情防控、抓好特
殊人群监管逐步过渡到提供
线上线下法律服务，并最终
进入疫情防控和推进发展

“两相宜”阶段。
自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

以来，市司法局各级领导干
部坚持靠前指挥，切实发挥
主心骨作用，带头落实应急
响应和疫情防护措施，一级
带动一级，一级抓好一级，层
层压实工作责任，以过硬作
风推动疫情防控工作落实落
地。特殊人群管控是疫情期
间司法行政机关的底线工
作，市司法局始终坚持底线
思维，举全局之力着力抓好
特殊人群管控工作。该局充
分运用信息化手段，抓好特
殊时期教育监管工作，全面

掌握社区矫正对象基本情
况，对拟于近期释放的49名
服刑人员，积极做好衔接方
案，全面落实必接必送措施，
确保防疫期间刑满释放人员
不发生脱管漏管。疫情防控期
间，全市公共法律服务采取网
上网下双向形式开展服务，对
有法律服务需求的群众可选择
就近办、自助办、全天办。

该局在抓好疫情防控各
项工作的同时，全面学习贯
彻全省司法行政工作会议精
神，积极谋划2020年全市司
法行政工作，做到层层学习
传达领会省厅会议精神不留
死角，积极筹划召开全市司
法行政工作务虚会，着力开
门纳谏，全面分析形势、统一
思想、厘清思路、压实责任、
凝聚合力，在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的同时，全面推进
2020年各项司法行政工作
不断创新发展。（刘新平）

市司法局多点发力
实现防控发展“两相宜”

宣州讯 在举国上下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日子里，
有个小群体虽然没有亲赴湖
北、亲赴武汉，没有亲临抗疫
一线，但却始终跳动着一颗
牵挂、关注和大爱之心。这
个小群体就是曾多次荣获
市、区两级先进集体的宣州
区供销社机关老龄党支部的
21名党员。

疫情发生后，大家通过
电视、广播和网络等多媒体，
时时关注着疫情，关注抗疫
形势。当得知单位要到社
区、路段、乡镇多地巡防值班
时，支委们紧急商议选定了
10名身体稍好的老同志请
求参加值班抗疫，被宣州区

供销社委婉劝止。于是大家
规矩宅家，一方面时刻关心
关注“疫情动态”，学习防疫
常识和相关政策法律，热情
宣传推介给亲朋好友，劝导
不信谣不传谣。

“捐款不能落后啊，因为
我们是先进支部，先进要有
先进的样子啊！”86岁高龄
的陈亮，那天拄着拐杖，冒
雨来到供销社，捐了 800
元。84岁的汤传家、90岁
的卢明强、92岁高龄的陈泽
江……他们纷纷让儿女们
将捐款送到单位。支部21
名党员争先恐后捐款，献出
了自己一份爱心。

（陈东风）

宣州供销社机关老龄党支部
疫情面前显担当

(未完待续）

泾县：“青春扶贫”爱心助农
■王敏 本报记者 谭艺莹

广德：让乡村颜值更靓内涵更实
■本报记者 顾维林 特约记者 陈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