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5日，市区宛溪河公园内，有市民攀爬公园里的果树，折断
树枝只为了取果食用，这样的不文明行为让人唏嘘。

本报记者 戴巍 摄

公园的树果不要采

诚信建设万里行
本报讯 近

日，市市场监管局
启动为期半年的

全市医疗器械“清网”行动，全面落实我市医疗
器械网络交易服务第三方平台和医疗器械网
络销售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医疗器械网络销售
监督管理，严惩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
公众用械安全。

该局将统筹调度多方力量，通过查询企业
登记系统、联系相关部门、基层反馈、群众举
报、网络舆情监测等方式，全面排查全市医疗
器械网络销售企业，在排查基础上再次筛查并
形成最终台账。并对医疗器械网络销售企业

“线下”未取得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销售未
取得注册证或者备案凭证等非法医疗器械产
品、产品标签说明书与注册信息不符等行为
不查清不放过；对利用网络销售非法医疗器
械产品、发布虚假医疗器械网络销售信息的
严重违法违规医疗器械网络销售企业不处理
到位不放过；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逐一分析
问题产生的原因，制定整改措施，问题产生的
原因不分析透不放过；针对医疗器械网络销
售企业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相应的整改防范
措施没有落实不放过。 （本报记者 刘畅）

市市场监管局开展
医疗器械“清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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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送一服”在行动

决胜小康看宣城

近年来，宣州区认真贯彻
落实扶贫政策，在打好打赢脱
贫攻坚战进程中，围绕抓乡村
建设、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的思
路，在改善乡镇基础设施条
件、加快乡镇经济发展、促进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等方面取
得了明显成效。

今年，该区建设类扶贫项
目共计安排191个、扶贫资金
7469.19万元。截至目前，开
工率已达100%，其中贫困村
13个到村产业项目、24个村
级基础设施项目正在抓紧推
进实施。

修好通村路
贫困户笑开了颜

从家门口到村口，一条新
修的水泥路宽敞又干净。说
起这条水泥路，溪口镇东溪村
柯凹组贫困户朱昌龙发自内
心的高兴：“这么多年来，只
要是下雨天，村民们出门一
身泥。现在路修好了，采茶
路上花费的时间少了，到茶
厂卖茶也方便多了。”同样，
在溪口镇东溪村的乌泥坑路、

桦棵路等七条村民组道路也
进行了硬化及加宽。“路修好
了，交通就方便了，我们村村
民种植的茶叶、香菇、杉木、兰
竹等产品就能更好地销售出
去。”溪口镇东溪村党总支部
书记夏正东说道。

据了解，这是溪口镇东溪
村2020年度基础设施项目，
该项目包含七条道路的加宽
及路面硬化，总长约3公里，该
项目建成后，可解决东溪村72
户、137名建档立卡贫困村民
雨天出行难题，保障村民出行
安全，提高劳作效率，为村民
增产增收提供交通保障。

建生态农庄
带动村民共致富

日前，记者走进溪口镇东
溪村笔架石农庄，一座房屋主
体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
中，一个生态农庄已初步形成。

“农庄建成后，主要包括
民宿区、农产品展示区、烧烤
区、采摘园、茶园、蔬菜园
……”笔架石农庄负责人魏火
金如数家珍地向记者介绍道。

据悉，溪口镇东溪村笔架
石农庄位于溪口镇华阳社区
白果树组，该区域内香菇、野
生蜂蜜、葛根、竹笋等农产品
丰富。项目运营后，将依托上
海的知青网、皖南川藏线周
边游等资源，以吸引更多游
客来观光、休闲和养生，具有
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该
项目总投资约160万元，其中
扶贫资金 144.17 万元，建成
后，预计每年增加村集体收入
9万元左右。

“希望以农庄为点，今后
能带动更多创业、投资者来这
里发展，带动更多的村民就

业，也能将村民的农产品销售

出去。”魏火金说道。

“我在这里上班，离家近，

工钱150块钱一天。”华阳社区

白三组贫困户汪天阳从项目

开工后，就一直在工地上做小
工。每天早上六点，汪天阳只
需走上10多分钟的路程就能

到工地干活了。目前，该农庄

现有工人20多名，其中，贫困

户2人。建成后，农庄将优先
考虑贫困户用工问题，帮助贫
困户就近就业。

本报讯 今年以来，市人社
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稳就业、保居民就业的决策部
署，将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重要
位置，加大政策支持，强化就业
服务，千方百计促进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截至5月底，全市参
加就业见习高校毕业生557人，
发放见习补贴181.72万元；支持
17名大学生在我市创业创新，发
放贷款260万元，发放高校毕业
生在宣就业创业生活及租房补
贴13.2万元。

搭建就业平台，拓展就业渠
道。扩大企业吸纳规模，对中小微
企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并
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给予一
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对高校毕业生
等企业新录用人员开展岗前技能
培训的，按规定给予培训补贴；要
求国有企业今明两年连续扩大高
校毕业生招聘规模，不得随意毁
约，不得将本单位实习期限作为招
聘入职的前提条件。扩大见习规
模，将就业见习对象扩大至毕业前

6个月的高校毕业生，对企业开放
见习岗位的，给予3-12个月的补
贴支持。扩大基层就业规模，鼓励
和引导高校毕业生参加“三支一
扶”基层服务项目计划，今年全市

“三支一扶”计划招募125人。加
大事业单位面向高校毕业生公开
招聘力度。今年我市事业单位公
开招聘除特殊岗位外，主要面向
应届高校毕业生招聘，明确招聘
比例不低于80%。

双线同步发力，提供就业岗
位。实施“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
行动”，设置高校毕业生招聘专区，
开设受毕业生青睐的互联网、金融
等行业的专场，提供职业指导“云
课堂”、线上培训课程、在线政策专
栏等服务，为毕业生提供一站式、
全方位的线上服务。目前，举办专
场网络招聘会2场，参会企业42
家，发布岗位1240个，达成就业意
向120余人。持续开展“2+N”招
聘日活动，针对高校毕业生的“周
六招才”招聘会38场，参会企业
554家，发布岗位8219个，达成就
业意向1000余人。

加大“双创”力度，创业带动就
业。加大高校毕业生在宣创新创
业政策扶持，符合相关条件的，可

申请额度不超过20万元，期限不
超过3年的财政贴息创业担保贷
款。对毕业2年以内的高校毕业
生首次创办小微企业，自工商注
册登记之日起正常运营6个月以
上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
就业补助资金给予5000元一次
性创业补贴。实施高校毕业生
创业支持计划，开展大学生创新
创业教育，办好第三届“赢在江
淮·创新宣城”创业大赛，引领大
学生投身“双创”，截至目前，已
有30余名大学生创业项目报名
参赛。

关注重点群体，强化就业服
务。重点关注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零就业家庭的毕业生，实行“一对
一”帮扶举措，政策服务全兜底。
对延迟离校的毕业生，相应延长报
到接收、档案转递、落户办理时
限。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还提供
两年的户档保管，期间以应届生身
份参加用人单位考试、录用，落实
工作单位以后，参照应届毕业生办
理相关的手续。做好往届离校未
就业毕业生的就业指导，落实好实
名制服务，确保促进毕业生就业不
断档、不断线。

（罗烨 本报记者 谭艺莹）

本报讯 今
年以来，我市文旅
部门通过扎实推
进项目建设、完善
基础设施、强化政

策扶持等，稳步推进文旅行业复苏，加快全市
旅游产业发展步伐。

坚持项目引领。全市共确定34个重点文
化旅游项目，计划总投资 221.55 亿元，其中
2020年度计划投资27.13亿元，目前已完成投
资8.24亿元。遴选24个文旅融合度高、投资规
模大、产业带动能力强的文旅项目上报第二批
省“512”计划重点项目。印发《宣城市2020年

“皖南川藏线”工作要点》，重点调度沿线40个
文旅项目，年度计划投资7.2亿元，目前已完成
投资2.9亿元。

改善基础设施。持续推进旅游集散中心
建设，宣州区、泾县、绩溪县、旌德县已经完成
旅游集散中心建设，市本级、郎溪县、广德市建
设工作正在推进。2020年计划新建旅游标识
牌51块，市本级改建旅游标识牌47块。初步
完成2019年全市示范旅游厕所评选工作。在
全市已建成的400余座旅游厕所基础上，今年
计划新建旅游厕所32座，目前已完成选址、体
量、蹲位比等摸底工作。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推
动涉旅“三线四边”整治工作。截至目前。累
计开展各类治理项目62个，涉及景区道路、标
识、服务设施等各个类别，有效提升旅游环境。

强化政策扶持。印发《宣城市2020年度全
域旅游工作要点》，明确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强
化工作调度。开展“十四五”文旅发展专项规划
编制。《宣城市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专项规划编
制工作方案》已制定完成，规划编制经费已经落
实，预计年底前完成规划初稿。为缓解疫情影
响，市文旅局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宣城市中心支
行共同印发《关于做好中小微文化和旅游企业
金融支持工作的通知》，通过全面摸排，到5月
中旬已分三批共计收集144家中小微文旅企业
融资需求，组织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与企业进行
对接，积极为企业解决资金需求。目前，共计12
家企业获得1110.8万元贷款，13家企业获得
2854.9万元授信。 （本报记者 顾维林）

本报讯 市医保局全力推进医保电子凭
证推广和使用，切实让医保“金钥匙”打开利民

“百宝箱”。截至5月底，全市医保电子凭证激
活11.1万人，激活率位居全省前列。

建好保障路。该局实行“双组”推进，成立
由局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15人工作组，强化组
织保障；同时成立由人社、合作金融机构、系统
厂商及各县市区医保局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
12人制的技术保障组，强化技术支撑。

打通技术路。该局实行全渠道激活，同步
在国家医保APP、微信、支付宝、工行等7家平
台开通激活服务，全力便民。实行全速清算，强
化与工商银行等3家金融机构和支付宝等2家
平台运营商合作，迅速完成医保电子支付凭证
业务清算；实行全面改造，推进定点医院和药店
线路测试、接口改造，截止到5月底，市区医疗机
构电子凭证HIS 系统改造和测试完成率达
100%；参保群众激活凭证可享受记录查询、市
区二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医保直接结算、医院
预约挂号及医保政策查询等多项线上服务。

铺好共享路。该局实行多渠道宣传，联合
工商银行、支付宝等5家合作单位共同开展医
保电子凭证宣传和推广工作，并于6月1日上
午，成功举办宣城市医保电子凭证上线启动仪
式，利用省市级主流媒体宣传报道推广，现场
发放宣传册页2000份。（本报记者 王肖肖）

“嘎嘎、嘎嘎……”6月7日
清晨，一阵阵清脆鸭子的叫声，
打破了郎溪县涛城镇管村村的
静谧。村民王福民在鸭棚里，
手拿竹竿正将鸭子赶到旁边的
池塘放养。看着一天天长大的
蛋鸭，他脸上露出欣慰的笑
容。“今年我养了3300只鸭，都
已长到3斤多重了，已经陆续
开始产蛋，现在每天能产400
多斤蛋。”王福民说，每天早上
光捡蛋都要花1个多小时。

王福民是涛城镇管村人，
是该镇2014年建档立卡贫困
户。2014年，村“两委”实地走
访了解他家的情况后，为他制
定了详细的扶贫产业规划，并
开展了结对帮扶，带着他四处
参观学习其他养鸭大户的养殖
经验。经过实地学习和考察，
他于2015年初购买了3000只
鸭苗，开始了养鸭脱贫致富的
路子，县农业农村局的技术人
员定期上门给予养殖和防疫技
术指导，王福民也虚心向周边
养鸭户请教学习，经过以养求
学的摸索和实践，他总结出一
套从孵化到成品鸭的经验和方
法，当年就甩掉贫困的帽子，顺
利实现脱贫。

“在养鸭之前，我做工赚的
钱还不够一家人的开销，特别是
父亲的医药费是全家一笔不小的
支出，欠了很多债。”说到自己的
脱贫致富路，王福民有些激动，

“现在一家人的日子是越过越好
了，我还会继续坚持养下去。”

在该镇合溪村蒋村组，村
民汪家顺正在自家瓜田里给西
瓜打叉藤、除草，瓜田里一个个
西瓜长势喜人。很多早熟西瓜
已经开花坐果“挂”在藤上，有
的已有篮球般大小。“多亏了县
里农业技术人员的建议，采用
新的技术，我这本地西瓜月底
就能上市。”汪家顺说。他家是
2014年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
努力于2016年脱贫后，他一直
想更进一步跨上致富路，今年
在县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
下，汪家顺决心土里刨金，筹措
资金，流转土地种植西瓜。

“县里的农业技术人员很
关心我，我有什么不懂的、不会
的，直接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便
直接来到瓜田里，手把手地传
授我西瓜高产栽培技术，在他
们的帮助下，我家10亩地西瓜
管理得井井有条，根据西瓜现
在的长势，预计今年西瓜亩产
可达8000斤左右。”汪家顺说，
等西瓜下市后，再在田里种植
应季蔬菜，将土地合理高效利
用，提高土地产出。

今年以来，郎溪县为巩固
脱贫成果，提升脱贫成色，带领
贫困群众持续增收，坚持把产
业扶贫作为根本之策，依托资
源禀赋，因户施策，为发展产业
的贫困户量身定制“一户一方
案”“一人一措施”，有针对性地
开展种养类农业实用技术培
训，确保贫困户依托产业增收
脱贫致富。

“这桃子真红。”“这片桃林
真大，桃子也甜。”……正值初
夏时节，既是水果成熟的季节，
也是乡村采摘游的旺季。6月9
日，广德市誓节镇第二届莹山
村油桃采摘节暨职工文化艺术
节在莹山村陈塘村民组开幕。
活动现场，座无虚席，村民和游
客们一边吃着桃子，一边欣赏采
摘节的节目，感叹着莹山村“矿
山”变“桃林”的巨大变化。

莹山村地处白云山矿区，
长期以来都以采矿业为主，水
土流失、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
接踵而来，不少地方“晴天一身
灰，雨天一身泥”。为了彻底改
变这一现状，2018年该市全面
启动白云山矿区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关停矿山开采活动，对78
家非法经营、占用林地耕地的企
业和个体经营户进行集中清理
拆除，并对采矿区进行复垦复
绿，形成了如今的“集体有经济、
村民有增收”的千亩桃园产业。

“在‘两山理论’的指引下，莹山
村以桃为媒，大力发展生态农
业，在保护绿水青山的同时，换
得金山银山的到来。”莹山村党
委书记阮维木说。

土地得到治理后，莹山村
村委会和100多户村民一起筹
集入股资金200万元，成立广
德市佳群果业专业合作社，并
依托合作社建成一家专门以特
色水果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
的水果种植家庭农场。以桃为
媒，以节会友，大力发展多彩田

园，打响“桃醉时刻”休闲旅游
特色品牌。“现在日子好过多
了，这桃子比之前的矿石赚
钱。”莹山村村民李大爷告诉记
者，自从种植桃树以后，他们每
亩土地的收入在二三千元，土地
增值了四五倍。不仅如此，附近
的村民还在桃园里打工，有效解
决了劳动力闲置的问题，实现了
村民在家门口就业的梦想。

村集体有了收入，村民们
的腰包鼓了起来，贫困户的帮
扶便成了村里的一件大事。“现
在村里条件越来越好，我们也
跟着沾光。”莹山村村民李芳
（化名）告诉记者，他自己患有重
病，每个月治疗需要1500元，儿
子又正在读书，两人靠低保生
活。村里知道后，便开始资助他
家以及孩子的上学费用。

“以前我们村散乱污、脏乱
差，现在环境比以前好太多，我
们经济收入也增加了，采摘节
这几天我已经卖出近3万斤桃
子，赚了近20万元。”佳群果业
合作社的法人代表程自国高兴
地向记者说道。程自国是地地
道道的莹山人，见到他时他正
将自家种植的桃子搬上货车销
往外地。据介绍，通过土地流
转他种植了瓜果近700亩，仅
桃类就有15个品种，并在鲜果
深加工领域积极探索，推出黄
桃酒、冬桃酒、手工黄桃罐头等
产品销往各地，不仅带动了当
地贫困户增收，更为乡村旅游
提供了特色资源。

我市稳步推进
旅游产业发展

市医保局“三条路”
推进医保电子凭证使用

宣州区：扶贫项目“铺实”致富路
■吴舒婷 本报记者 徐晨

市人社局：千方百计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涛城镇：养出“特”色 种出“钱”景
■本报记者 徐静雅 特约记者 余克俭

莹山村：昔日矿山 今日桃林
■本报记者 陈华易 特约记者 刘茜

日前，新发派出所一位民警将制作好的身份证送到了办证群
众家中。连日来，在开展“枫桥式派出所创建”活动中，郎溪县公安局
新发派出所党支部发挥党建品牌效应，利用进村入户扶贫的同时，积
极开展为群众送证上门服务，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王哲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