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汪辉 责任校对 何敏综合新闻 2020年5月12日 星期二

电子邮箱：xcrbjjb@163.com
2

关爱保护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

本报讯 今年是我市
争创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之年，
各地各单位高度重视、落实
措施、群策群力，确保未成
年人工作再上新台阶。

抓谋划，确保品牌经验
过硬。市教体、民政等部门
负责打造本地本部门加强
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典型经验和成功
做法；相关部门提前谋划培
育创建品牌，或对已有品牌
加强总结提炼；落实宣传，
相关部门主动与媒体进行
联系。

抓督察，确保点位测评
不扣分。各地、各相关责任
部门认真整改反馈问题，有
则改之，补缺补差，无则加
勉，巩固提高；各责任部门
除抓好上报的样本点之外，
对面上工作加强指导，按照
测评要求进行落实，确保创
建为民，促进整体工作水平

提升；各样本点单位制定迎
检方案，进一步明晰责任，
确保工作任务能够落实，测
评现场有效管控。

抓日常，确保创建基础
更扎实。各学校按照文明
校园标准，加强管理、创新
方式、拓展领域，扎实做好
核心价值观“三进”等各项
基础工作，重点打造校园文
化，努力做到一校一特色；
抓好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
导工作，结合疫情防控，切
实加强校外辅导站建设；结
合新时代文明实践，策划主
题活动，用好社区未成年人
文体活动场所，使城市学生
就近就便参加课外活动。

抓创新，确保重点工作
有突破。推进活动阵地和
内容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教
育服务平台融合，线上线下
互动；在扎实开展市级十佳
百优新时代好少年评选的
基础上，着力向更高层面推
荐，争取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当选零的突破；在社区未成
年人实践活动站建设上求
突破。（本报记者 陈华易）

我市全力争创全国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

广德市市监局开展
“你送我检”活动
保“菜篮子”安全

5月 6日一大早，家住宣州
区五星乡永义村杨滩组村民黄
勇骑上电瓶车，准时来到了晶
艺摄影服务有限公司。“淋膜、
覆膜、热合贴板、装框、塑封装
盒……”7点50分，黄勇开始了
他一天的工作。“比原来的日子
好过多了，每天准时上下班，按
月拿工资。”

记者走进晶艺摄影服务有
限公司，映入眼帘的便是一间大
厂房。厂房内，伴随着机器不停
运转的声音，黄勇和工友们正在
装裱照片。厂房外是一幢两层
的楼房，二楼是公司产品展示
区。今年4月开始，黄勇经过乡
镇扶贫干部介绍，正式来到晶艺
摄影服务有限公司上班，成为了
一名“上班族”。

黄勇和残疾的父亲相依为
命，在家门口上班，不仅能挣钱
还能照顾父亲。“之前乡里面的
干部到我家来走访，了解到我家
的实际困难后，推荐我到公司上
班。一个月工资有3000元，中
午包吃，公司还给大家购买了人

身意外险，我觉得挺好的。”黄勇
说道。

“我们公司主要承接全国各
地影楼、工作室的照片进行加工
装裱，虽然黄勇刚上了一个月的
班，但是他勤奋好学，现在基本
能胜任普工的岗位。”晶艺摄影
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司先强向
记者介绍道。

2017 年，司先强准备扩大
经营，但是公司如何选择新址成
为了难题，城区门面价格太高，
难以承受。正当司先强和妻子
李婷为公司选新址发愁时，五星
乡永义村村干部通过走访摸底，
决定盘活原杨滩小学村集体资
产，招引晶艺摄影服务有限公司
入驻。

同年6月，司先强出资对现
有房屋进行了一番修缮，晶艺摄
影服务有限公司在新址正式运
营。目前，该公司总面积达2400
平方米，员工20余人，其中90%
都是本地人。

“今年，我们想继续扩展经
营项目，让更多的本地人来我

们这边就业。”司先强表示，目
前，公司现已有 2 名贫困户员
工，接下来公司还将积极申报
扶贫就业基地，希望帮扶到更
多的贫困户。

“下一步，我希望把家乡的
宣纸更好地运用到我们这个行
业当中来，把宣纸做的产品推广
到全国，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宣纸
的文化魅力。”谈及公司未来发
展计划，司先强这样说道。

“晶艺公司是我们乡一家本
土企业，经济效益好，市场前景广
阔，接下来，准备将晶艺公司申报
为宣州区就业扶贫基地，通过产
业扶贫，吸纳更多贫困户前来就
业。”五星乡副乡长匡野说道。

据了解，五星乡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540户、1039人，当前全
部稳定脱贫。为保障贫困返乡
人员疫情防控期间顺利就业，五
星乡通过干部走访摸排，切实了
解务工人员就业需求，积极做好
贫困人员就业工作。目前，五星
乡贫困人员外出就业人数已经
超过去年同期人数。

4月18日凌晨3点刚过，郎
溪县涛城镇管村村管后村民组
村民洪厚明起了床，来到村里的
稻渔综合种养家庭农场——丰
鑫水产养殖家庭农场，开始收地
笼了。地笼拎起，借着头戴的矿
灯，一只只红彤彤的小龙虾鲜活
地爬满其间。

今年70岁的洪厚明是管村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2017年起他
就在农场打工，如今已是老员工
了。“以前家里吃穿都成问题，张
总在村里带头养虾后，我把土地
也流转给他，还能在农场里上班，
收入比以前好多了。”洪厚明说。

洪厚明口中的“张总”是丰
鑫水产养殖家庭农场的负责人
张伟。几年前，张伟回村参加支
部党员大会，得知村里正在开展
产业扶贫，让他萌生了回乡创业
的想法。经过一番考察后，他决
定在家门口尝试“稻虾共养”。

说干就干，干就干好。如今
他的家庭农场里，“稻虾共养”的
土地面积达到200亩，每亩净利
润可达3000多元。张伟一下子
成了村里“稻虾共养”的带头
人。“通过发展‘稻虾共养’，产出
的有机生态大米每亩产量能达
100斤左右。”他说。

致富不忘众乡亲。为了推

广“稻虾共养”的养殖模式，进一
步带动农户增收，近两年张伟在
村里成立了专业合作社，还对积
极发展“稻虾共养”的农户进行
手把手的技术指导。值得一提
的是，他还吸纳了12名贫困户来
此就业。

张伟告诉记者，目前基地通
过“农场+农户（贫困户）”模式，
即丰鑫水产养殖家庭农场成员
自有土地和流转部分农户土地
及贫困户入资参股方式，通过统
一养殖、统一管理和统一销售等
发展产业，吸纳贫困户就业，年
均增收1800元以上。

这几天，在位于丰鑫水产养
殖家庭农场不远处的再生稻种
植基地里，负责人杨连有也忙个
不停。一大早，他就装运起了秧
苗，然后发动插秧机栽起了再生
稻秧苗。插秧机过后，一行行嫩
绿的秧苗被整齐地栽入水田，一
派生机勃勃景象。

趁着插秧的间隙，杨连有介
绍起了再生稻。他说，再生稻的
种植模式是在一季收割后，通过
后期管理再让植株生长一次稻
谷，接下来只需管好水，不需要
任何其他费用与成本。

“因为再生稻很少生虫，不
需要打农药，因此产品安全环保

优质。”杨连有说，通过种植再生
稻，不仅大大提高了产量，而且
再生稻加工出来的大米米质特
优，颇受消费者的青睐。“我的育
苗基地里，育出来的秧苗可满足
100多亩再生稻的种植，保证两
季每亩纯收入不低于1000元。”
他说。

据管村村驻村扶贫工作队队
长、第一书记丁绍平介绍，杨连有
通过发展再生稻，一方面增加了
自己的收入，另一方面也给周边
贫困户提供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
会，进而助力了脱贫攻坚。

“目前管村村已经形成了以
再生稻、烟叶、稻虾共养为主的
三大产业基地，其中烟叶种植和
稻虾共养面积分别达到了650
亩和600亩。”丁绍平欣喜地表
示，通过发展三大产业，振兴乡
村经济，实现了产业引领，带动
了群众脱贫致富。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近
年来，涛城镇以管村村为典型，推
动形成区域联动，积极推进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实施优势农
业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截至
目前，该镇逐步形成了再生稻种
植、烟叶种植、稻虾共养等一批具
有地域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农业
产业，加快了脱贫攻坚步伐。

五星乡：贫困户成了家门口的“上班族”
■吴舒婷 本报记者 徐晨

管村村：产业+就业 双管齐下助脱贫
■本报记者 顾维林 特约记者 余克俭

5月8日，绩溪县板桥头乡一片紫茄种植基地里，种植大户正忙着插杆搭架，为紫茄的后续生长提供有利条件。
近年来，该乡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立足于自身的自然环境优势，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依托良好的生

态资源优势和紧邻江浙的区位优势，大力推动紫茄产业发展基地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通过“大户+贫困户”“能
人+贫困户”等发展模式，让贫困户在产业发展中获得“真金白银”。 本报记者 顾维林 特约记者 蒋梦 摄

紫茄基地插杆忙

我市多举措关爱
留守儿童

本报讯 近年来，市教体局采取多项有力
举措关爱留守儿童，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家
庭幸福与社会和谐，确保全市13069名留守儿
童普遍接受良好教育，身心健康得到全面发展，
成长环境进一步优化。

强化机制建设，建立保障体系。建立留守儿
童档案，准确掌握留守儿童动态。全市建成283
个校内留守儿童之家，配齐图书报刊，文体器材
等，设置亲情电话和亲情电脑，确保留守儿童随
时可以与父母进行电话联系，视频聊天，定期面
向留守儿童举办阅读欣赏、心理辅导、安全卫生、
科技普及等专题讲座，创新开展关爱活动。

强化资助保障，杜绝辍学失学。对家庭经
济困难的留守儿童采取校内资助、教师帮扶、社
会捐赠等多种方式，帮助留守儿童渡过难关。
在学生宅家线上学习期间，为524名贫困留守儿
童免费装宽带或公益数字电视。对不能到学校
接受教育的残疾适龄留守儿童，根据“一人一
案”原则，进行送教上门。

强化心理辅导，结对帮扶全覆盖。全市483
名心理辅导教师采取当面咨询、线上咨询、上团
辅课、游戏、心理剧等方式，与万名留守儿童进
行每周谈心一次，与其父母每月沟通一次，每半
年家访一次，并组织骨干教师赴农村学校开展
心理辅导志愿服务，引导留守儿童培养健康的
情绪情感。近年来，共举办公益讲座110场，受
益学生5万余人次。

强化兴趣培养，促进全面发展。优先安排
留守儿童参加课后服务、社团组织、乡村少年
宫、体育运动会、艺术节、科技节、研学实践等各
类活动，注重培养留守儿童的兴趣和特长。各
中小学暑期开展留守儿童圆梦蒲公英活动，市
级“蒲公英”乡村少年宫支教服务队定期深入农
村中小学，面向留守儿童开展文艺体育等志愿
辅导30多次，上艺体辅导课200多节，受益留守
儿童一万余人。 （本报记者 王肖肖）

日前，走进宣州区向阳
街道辖区内的各个企业，复
工已有一段时间的厂房内
工人正抓紧生产，现场一片
忙碌景象。

冠盛（宣城）服装饰品
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经营
服装辅料生产和销售的公
司，生产基地内，一名工人
站在一台机器旁，戴着头
套、口罩、手套，身着工作
服，先将人造珍珠粉的原材
料进行称重，然后再按照程
序放入机器内进行加工，机
器发出的隆隆响声此起彼
伏，不一会儿一张张人造珍
珠的基本模板就生产出来
了。“现在我们一方面继续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不掉以
轻心，另一方面有序开展生
产。产品主要销往国外，虽
然现在出口受阻，但生产仍
要继续，得做好疫情结束后
需求量激增的应对准备。”
该公司财务经理周赟说道。

在该公司上班一年多

的员工邓玉华表示：“虽然
复工生产工作较忙，但是公
司依然每天做登记，为我们
测量体温，一天还可以领一
个口罩，在生产线上大家相
距也较远，这样我们也更放
心投入工作中。”

在一路之隔的培爱商
贸有限公司内，也呈现出一
幅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据
悉，培爱商贸是“丫丫孕婴”
的总代理，该公司需要将旗
下产品配送到各个市场门
店，辐射芜湖、宣城等多地，
工人们在仓库内搬货、卸货，
又重新装载，争取将母婴产
品及时送到有需求的店面。

这段时间，向阳街道一
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
复产，并成立工业、农业、商贸
三个工作组，下沉一线、分类
指导，强化“四送一服”和“点
对点，一站式”工作方法，有效
对接，为企业纾困助力。目
前，辖区内八家规上企业全
部开工，加足马力、产销两旺。

我市加大线上职业
技能培训

本报讯 近期，
我市加大线上职业
技能培训，以停课不

停训的方式帮助劳动者提升职业技能，促进企
业复产。截至目前，全市共有70余家企业进行
线上申报，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共计开班119个，
涉及工种34个，培训学员6147人。

据了解，目前我市人社部门已通过网站、官
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培训机构、职业培训项目、线
上职业培训平台信息，方便企业和劳动者联系
申报。劳动者和企业可通过电话预约、QQ工作
群、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申报，无需报送纸质材
料。参训人员通过手机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
后，可及时接收到平台推送的岗位信息。

为激发企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
我市将企业新录用人员岗前技能培训的补贴标
准，从800元提高到不低于人均1000元；培训对
象扩大到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或构成事实劳动
关系，且入职不超过12个月的所有员工；职工转
岗转业培训的实施主体，从重点企业(困难企业)
扩大到所有企业，按人均不低于1200元标准给
予企业补贴。

此外，还对开展职工岗位技能提升培训的
企业，按照培训后取得中级工、高级工、技师、
高级技师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人数给予相
应补贴。目前线上职业技能培训规模仍在不
断增长。 （本报记者 项嘉）

“四送一服”在行动

本报讯 连日来，广德市市场监管局开展
“你送我检”食品快速检测活动，守护老百姓的
“菜篮子”安全。

为更好提升市民幸福感、满意度，让群众更
好地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管中来，广德市结合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
第三方检测公司，主要对市场内的食品农药残
留超标、瘦肉精、食品添加剂等方面进行免费检
测，检测结果每天公示。

“如果有不合格的产品我们要进行复测，
复测的结果仍然是不合格的，产品信息会报省
级平台，并通报辖区监管所，对问题产品及时
封存下架，并依法进行处置。”安徽拓维检测
服务有限公司广德片区负责人表示，只要送检
居民将蔬菜交给工作人员进行快检，工作人员
将立即称取样品，经浸泡、试剂反应、读取等
一系列步骤对蔬菜进行快检，整个时长不超过
30分钟。

据广德市市监局工作人员介绍，“你送我
检”活动在城区农贸市场每周三开展，乡镇农贸
市场每周五开展，其他时间由检测人员抽样检
测。目前，广德市共有22个快检室，批发市场每
天检测产品30余批次，其他农贸市场每天检测
产品15余批次，已为群众免费检测蔬菜、肉、虾
等产品500余批次。 （本报记者 项嘉）

本报讯 近日，市文旅
局对2020年农村电影公益
放映工作进行部署。

明确一个目标。紧紧
围绕“提质增效”，持续巩固
农村电影公益放映成果，全
市795个任务行政村全年
放映电影不少于9540场。
各县市区首推“群众点单”
式放映服务，全年放映故事
片不少于50部，新片放映
率不低于65%，力争11月
中上旬完成全年放映任务。

突出两个主题。充分
发挥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在
宣传思想文化中的重要作
用，认真谋划组织开展“助
力脱贫攻坚 圆梦全面小
康”和“喜迎20年 奋进新
时代”——百部优秀国产电
影千村行主题的放映活
动。通过两个重大宣传主
题 渲 染 ，连 续 集 中 安 排
3000场电影进村组、进中
小学校、进敬老院、进企业，
大力营造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隆
重庆祝建市20周年，抢抓
发展机遇的浓厚宣传氛围。

强化三项举措。加强
组织领导，成立放映工作领
导组，指定专人负责，制定
放映工作方案，强化各责任
单位主体意识。聚焦媒体
资源，通过多种形式有计

划、有重点的大力宣传放
映工作的目的、意义和放
映活动开展情况，不断扩
大群众的知晓面和参与
度。加强监管督查，采取
实地检查和平台抽查、定
期检查和随机抽查等结合
方式，严格审查基层放映
单位放映标准落实情况，
防止突击放映、虚假放映
等违规放映行为发生。

严格四条标准。农村
电影公益放映坚持公开择
优原则，通过招投标等程序
公开透明确定实施主体，签
订放映协议，向社会公布。
电影放映专项资金及时对
接财政部门补齐差额，按照
每场 200 元标准，先放后
补、分期支付、专款专用。
加强放映人员职业技能培
训，严格荧幕架设、音箱摆
放、照片拍摄提取等放映标
准，做到放映操作规范化。
映前通过海报、车载小喇
叭、广播、村务公开栏和网
站、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
做好广泛宣传发动；观影现
场通过维持秩序、悬挂宣传
横幅、发放有关宣传资料或
慰问小礼品等营造良好氛
围；映后通过征求观影群众
意见建议、行政村审核签字
盖章等提升放映品质。

（本报记者 顾维林）

我市积极部署2020年
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工作

向阳街道：加足马力忙生产
■本报记者 戴丹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