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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环保督察整改

本报讯 连日来，市
生态环境局按照生态环
境部和省生态环境厅统
一部署，对全市乡镇以下
饮用水水源地开展了为
期一个月的大摸底、大核
查，全力推进“千吨万人”
乡镇以下水源地“划、立、
治”工作。

市生态文明与环境
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印发
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市
乡镇及以下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与管理的通知》，
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的原则，明确县市区
和相关职能部门在“划、
立、治”上各自承担的职
责任务，群策群力、共同
发力、形成合力。按照

“摸底查、限期改、专项
查、回头看”的“四步工作
法”开展摸底核查工作，
建立水源地“一源一档”

名录。市生态环境局制
定了专项清单，对名录上
的水源地存在的问题明
确责任主体和整改时限，
并组织人员对排查出的
问题整改情况现场逐一
核查，形成文字和影像材
料，上传管理系统确保完
成销号。同时，该局建立
长效机制，要求各乡镇政
府全面落实水源地环境
保护主体责任，扎实做好
问题整改，力争实现排查
无盲区、整治无死角，切
实提升水源地环境安全
保障水平。

此次大排查，已对全
市56个乡镇以下水源地
问题逐一现场核实，对其
中35个“千吨万人”水源
地问题现场会诊整改方
案。预计，全市“千吨万
人”乡镇以下水源地“划、
立、治”工作将在10月底
前完成，所有问题将在年
底前实现清零销号。

（本报记者 刘畅）

市生态环境局持续推进
乡镇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

扎实做好防汛工作

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宣州区部分乡
镇道路和农田被淹，村民房屋进水。面
对肆虐的洪水和严峻的灾情，除了一直
坚守在一线的党员干部和村民们，十里
八村的乡亲来了，武警官兵来了，基干民
兵来了，志愿者也来了。他们汇聚在大
堤上，巡堤坝、清杂物、扛沙袋、堵管涌，
共同奏响了一曲众志成城抗洪水、齐心
协力保家园的动人赞歌。

“大伙赶紧再加把劲，一定要把我们
的圩埂保护好！”7月13日中午，宣州区
养贤乡张埂村的西大埂上一片繁忙，运
输砂石的车辆往来不息，村里的应急抢
险队和前来支援的工程队，将卸下的碎
石沿着铺在河堤上的钢板滑到河堤底
部，对堤坝进行加固。

张埂村应急抢险队队员王明祥在芜
湖工作，一周前听说家乡水位上涨，他特
意请假回到村里加入了应急抢险队。“当
然要回来守护家园，这本就是我们应该
做的。”王明祥告诉记者，他和应急抢险
队员们在前一天清理了圩埂坝体上的杂

草，一直忙到晚上9点多才拖着疲惫的
身体回家。早上听说圩埂出现渗漏后，
他们从早上8点上埂忙到下午1点，都
没来得及吃饭。“堤坝后面就是我的家，
这时候我们就要冲在前面。”

和村民们一起守护在西大埂的还有
安徽天晟工程公司的志愿者们，他们在
给应急抢险队员提供技术指导的同时，
也拿起铁锹参加到加固堤坝的工作之
中。“我们公司是专业从事水利工程建设
的，来这里就是希望能够为抗洪救灾尽
一份力。”该公司工程部负责人程跃华告
诉记者，得知洪灾发生后，公司组织了

13 名志愿者来到养贤乡参加抗洪抢
险。从7月12日开始，志愿者们就一直
值守在河堤，当天上午便“转战”到西大
埂参加抢险。“现在我们正在对西大埂渗
水部位进行防渗处理，保证坝体的稳定，
力争将每一处安全隐患都消灭在萌芽状
态。”程跃华说道。

在养贤乡宝圩村凤凰组的一处堤坝
上，50名闻“汛”而动的武警官兵分成3
组，冒雨挥舞着铁锹加固堤防，汗水和雨
水湿透了衣背，肩膀、手掌磨肿了，但武
警官兵们咬牙坚持；不一会儿，他们都成
了“泥人”。7月12日，武警宣城支队派

出了50名武警官兵来到养贤乡进行紧
急支援。“我们昨天先到宝圩进行抢险，
修筑了一条长约1公里的子埂。今天我
们对凤凰山附近堤坝进行加固。”武警宣
城支队副支队长蒋朋告诉记者，他们将
继续守护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发扬敢
打必胜的战斗作风，把洪水挡在胸前，把
安全留给百姓。

“我家就在堤坝后面的低洼处，看
到武警官兵来了，我的心也定了！”养贤
乡宝圩村凤凰组村民周邦正也来到堤
坝上帮忙，之前在江西收割稻子的他得
知家乡的水情，立刻回到了老家，投入
到抗洪抢险之中。周邦正说，武警官兵
们一大早就开始清理堤坝，铺设防雨
布，吃完午饭又开始搬运沙袋加固堤
坝。看到战士们帮他们守护家园，村民
们都非常感动。

洪水无情人有情，在养贤乡抗洪抢
险一线，各方同心协力抗击洪水。他们
表示，将继续坚守大堤，守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军民携手战洪水
——宣州区朱桥乡朱桥联圩四合村段抗洪抢险侧记

■本报记者 王肖肖

众志成城保家园
——直击宣州区养贤乡张埂村宝圩村抗洪一线

■本报记者 余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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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市市
场监管局了解到，今年上
半年，我市商标受理窗口
共计办理商标注册申请
564件，办件量位居全省
11个商标受理窗口首位。
全市商标注册申请量达
3750件，同比增长11.6%。
该窗口自启动运行以来，
目前已累计受理商标各项
业务4381件，其中受理商
标注册申请4238件，办理
量位居全省第二。

市市场监管局在各级
市场主体注册窗口设立了
商标注册申请咨询台，发放
《商标注册便利化指导手
册》，接受市场主体商标注
册申请相关事宜咨询。在
基层品牌指导站设立商标
注册申请服务站，指导商标
注册申请人事先查询和规
范填写商标注册申请书，指

定专人前往受理窗口统一
办理，节约商标注册申请人
时间和经费成本。同时，该
局主动利用电话、QQ、微
信等多种形式“面对面”、

“手把手”为商标注册申请
人提供咨询服务，并在申请
人来窗口办理之前，在线上
对商标注册申请材料进行
预审核，保证申请人不跑冤
枉路、不花冤枉钱。疫情期
间，该窗口人员积极配合
做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
通过个性化服务满足商标
注册申请人的不同需求，
有针对性地推出工作日延
时或非法定工作日前来办
理商标注册申请的现场和
电话预约申请服务，使得
商标申请各项业务快速恢
复正常化和常态化。此
外，该窗口多形式畅通服
务渠道，提供商标查询服
务，有效提升商标的申请
质量和核准注册成功率。

（本报记者 刘畅）

我市商标受理窗口上半年
注册申请办件量居全省首位

本报讯 我市生育保
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自
去年11月合并实施以来，
取得明显成效。

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
明显扩大。两项保险合并
实施后，统一参保登记，简
化参保流程，让更多人参
加生育保险，有效扩大了
生育保险覆盖面。截至目
前，全市参保人数达297754
人，比两项保险合并实施之
前提升了24.3%。

基金共济能力明显增
强。两项保险合并实施以

后，生育保险的收支缺口
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中统筹解决，基金整体上
共济能力增强，基金的可
持续能力得到了保证。

参保职工获得感明显
增加。两项保险合并实施，
生育保险个人不缴费的政
策没有改变，原有的生育保
险待遇不受影响，让更多职
工享受到生育保险待遇。
我市通过“一站式”直接结
算生育医疗费用，有效缩短
报销周期，极大方便了参保
职工。（本报记者 谭艺莹）

我市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合并实施成效明显

本报讯 近日，泾县
黄村镇村民王先生在县不
动产登记中心拿到了全县
第一本林权不动产证，这
标志着该县林权不动产登
记工作正式启动。

自2019年开始，根据
机构改革职能划转要求，
该县林权登记纳入不动产
统一登记。由于现有的不
动产登记操作规程没有明
确林权不动产登记需要的
资料及办件流程，泾县不
动产登记中心一方面积极
与原林权登记职能部门协
调沟通，厘清了各自职能

职责；另一方面主动赴外
地学习经验，结合泾县实
际，积极探索理顺林权确
权登记方法，设计林权类
不动产登记流程。

据悉，泾县全新的林
权不动产证中详细体现
了权利人及共有情况、坐
落、用途、面积和使用期
限等多项具体信息，进一
步明确了林权不动产的
归属，提高了林权市场交
易的效率和安全性，也更
好地调动投资者投资林
业发展的积极性。
（本报记者 王肖肖）

泾县颁发首本林权不动产证

图①：武警宣城支队官兵加固宣州区养贤圩埂。

图②：宣州区养贤乡干群合力排除圩埂险情。

图④：郎溪县新发镇庄沿村村民搬运沙袋。

■本报记者 戴巍 余庆 叶竞文 摄

图③：宣州区朱桥乡四合村村民加固朱桥联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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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上午，天空依旧下着雨，
记者来到宣州区朱桥乡朱桥联圩四合
村段，河内水位已逼近堤岸。大堤上，党
旗迎风招展，武警宣城支队的官兵们和
朱桥乡村民们于风雨中逆行，齐心协力
抗洪抢险。他们或引导着挖掘机，或挥
舞着铁锹，或抡起大铁锤，铲砂石、钉木
桩、清路障……紧张地进行着抗洪抢险
作业。

作为朱桥乡最大的圩口，朱桥联圩全
长36.41公里，是宣州区万亩圩口之一，朱
桥联圩的安全至关重要。受近日连续降雨
影响，水位暴涨，该段出现了渗水垮塌险
情。“2016年的汛期，这边堤坝就曾垮塌
过，当年年底重新进行加固，这次降雨量
太大，水位居高不下，朱桥联圩四合村段

出现了渗水，新加固的堤坝又出现了垮
塌。”朱桥乡油榨社区居委会主任兼支部
书记陆振国说道。

闻“汛”而动。7月12日，武警宣城
支队紧急出动 43名武警官兵前往支
援。“我们昨天就来这里驻守了，并安排
官兵和村民进行巡逻和清障作业，防止

发生突发性险情。今天早上5点左右发
现这边出现了渗水垮塌险情，便立即进
行堤坝加固作业，调运砂石、挖沟渠，一
刻也不敢耽搁。”武警宣城支队宣保股股
长吴承尧说道。

朱桥乡四合村村民石光平自愿加
入了朱桥乡防汛中队，这段时间他每隔

2个小时就要去圩堤上巡逻，实时监测
水位上涨情况。“今天早上5点开始我
就在堤坝上进行抢险作业。”石光平告
诉记者，像他们这样的防汛中队，朱桥
乡共有17支480余人，24小时全天候
值班。

雨越下越大，武警官兵和村民们齐
上阵，他们的衣衫早已被汗水浸湿、被
雨水打湿，但他们丝毫没有懈怠，又调
来货车运送砂石，抓紧加固堤坝。他们
连续奋战了6个多小时，挖铺13条导
水沟渠，防止圩堤渗水溃堤。官兵们表
示：“我们随后还要投入到整个堤坝的
巡检、清障、清淤等防汛作业中。只有
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万无一失，我们
才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