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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绩溪县人社局

多维度提升社保
服务能力

■讲述人：罗在胜

（郎溪县姚村镇姚村社区陈梅村村民组村民）

记者 余庆 特约记者 王祖清 文/图

家门口的“电商快车”——

山茶山茶““触网触网””分外香分外香

我叫罗在胜，也是大家口中的“种茶人老罗”。

返乡创业后，我的梦想是让小小山茶走出大山，香飘

四方。

以前，我在苏浙等地做过外墙装饰、服装营销。

2018年，我决定返乡创业，除了因为家里需要照顾，更

因我心里始终牵挂着家乡那片未被开垦的荒山。于

是，我回到家乡流转了姚村社区和夏桥村的320亩荒

山，注册了家庭农场，开始了我的种茶生涯。

我的家乡生态环境优良，我们的高山茶套种在林

下，而且坚持人工锄草，不打除草剂，施的是有机菌

肥。可茶好也怕巷子深。最初，我的茶叶大多是亲朋

好友购买，没有广阔的销售渠道，我一直未能将茶叶

推广出去。到了2023年下半年，我深感传统的销售方

式已经无法满足销售需求，于是开始琢磨如何通过直

播销售茶叶。然而，对于直播这一新兴的销售方式，

我完全是个“门外汉”，不知如何入手。

幸运的是，姚村镇经济发展办公室给予了我极大

的帮助。他们在了解到我的需求后，不仅在今年10月

份推荐我参加县里的电商知识和短视频拍摄培训，还

鼓励我代表姚村镇参加郎溪县首届电商直播大赛。

在培训和比赛期间，我学到了很多关于直播销售的技

巧和知识，也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培训结束后，我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我的直播生

涯。我在抖音上开通了“竹里茶间臻选”小店，每天晚

上7点半，我都会准时出现在直播间介绍高山茶。

现在，我的抖音小店已经有了2408名粉丝，陆续

接到了70多单订单。虽然都是小单，但每一笔订单都

让我看到了希望，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走网络卖茶这条

路的决心。更令我欣喜的是，通过电商销售，我的茶

叶已经卖到了江浙沪地区，甚至福建、广东等地。这

意味着，我的山茶已经“搭”上了家门口的电商快车，

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我想说，感谢姚村镇政府的支持和帮助。是他们

让我相信，即使身处大山深处，也能通过互联网平台

这个神奇的桥梁，让家乡的优质农产品走向全国。我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的山茶会越卖越好，姚村的

生态农业也会越来越兴旺。

▲罗在胜的茶山。

▲

罗在胜正在直播卖茶。

●12月 26日下午，
市青联四届三次常委（扩
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
重要讲话精神、市委五届
八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
市青联工作。市青联四
届委员会常委参加会议，
新增补市青联委员列席
会议。

会议指出，市青联要
坚定理想信念，做新时代
青年的引领者；紧扣发展
大局，做新时代青年的奋
斗者；勇于自我革新，做
新时代青年的先行者；强
化服务意识，做新时代青
年的贴心人，团结带领广

大青年积极投身到宣城
的各项事业中去，为实现
宣城的繁荣与发展贡献
青春力量。

会上，通报了2024年
青联工作情况，2024年
度青联工作优秀会员团
体、履职优秀界别工作委
员会和履职优秀委员名
单；研究市青联委员、常
委、秘书长调整事宜；履
职优秀委员和新增补委
员代表发言。会前，市青
联主席、副主席、各县市
区青联主席、市青联各界
别召集人、秘书长就做好
市青联工作开展座谈。

（记者 利成志）

本报讯（管涛 记者 胡文慧）
今年以来，宣州区不断提高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积极夯实稳产保供基础，

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全方位落实好补贴政策。截至

目前，全区累计发放各类补贴资金

4593.4019 万元，其中扩种油菜补贴

资 金 510 万 元 、稻 谷 补 贴 资 金

3511.9449 万 元 、双 季 稻 补 贴 资 金

571.457 万元；持续统筹利用乡村振

兴衔接资金。近三年来，全区共投入

各级财政衔接资金7492万元用于粮

食产业，撬动各类经营主体、村集体

及社会投资 3500 多万元，累计投资

达1.1亿元。

持续夯实粮食生产基础。2024年，

全区建设粮食烘干中心3个、全程机

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1个；兑付农

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 952.5508 万

元。全区农机总动力达82.5万千瓦，

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水平达

87.2%。建成省级麦 - 稻“ 精 耕 细

作”示范点 3 个、区级“精耕细作”

示范点 4 个、小麦水稻绿色防控示

范区 12 个。累计流转面积 60.02 万

亩 ，土 地 适 度 规 模 经 营 比 例

66.35%。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截至 11 月底，新增家庭农场

142 家，新增合作社10家，总数分别

达到3461家、3850家。

大力培育种粮队伍。据统计，全

年培育高素质农民260人，招录定向

基层农技推广人才 6 名。遴选农业

主推技术9项，其中农业绿色高质高

效技术模式2项、农业主推技术7项，

主推技术到位率达 100%；分别建设

1 个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

基地、2个省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

示基地。

宣州区积极夯实稳产保供根基
宣州讯 近日，第四届

宛陵湖新城杯暨莲西社区

老年象棋友谊赛在宛陵湖

新 城 象 棋 活 动 室 内 举 行 。

宣州区飞彩街道莲西社区

的老年人踊跃参赛，经过 5

轮激烈角逐，评出一二三等

奖，极大丰富了老年人的精

神文化生活。据了解，此次

象棋友谊赛由祥生棋社牵

头组织。

祥生棋社于2023年在宣

州区飞彩街道莲西社区和祥

生物业宣城分公司的支持下，

由社区老年象棋爱好者创

办。成立一年多来，棋社先后

走进飞彩街道辖区内多个社

区和乡村，开展送棋下乡活

动，举办象棋比赛和象棋讲

座，并向社区、乡村赠送棋

具。同时，协助各乡村成立

老年象棋队和老年象棋群及

老年象棋活动室，让老人们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乐在

“棋”中，不仅为老年棋艺爱好

者提供了平台，也为活跃社

区和乡村的文化生活增添

了浓浓的一笔。 （姚星）

祥生棋社

送棋下乡 乐在“棋”中

束发盘髻、衣袂飘飘……近日，位于

宁国的安徽宣石博物馆迎来了一批汉服

爱好者。她们身着不同风格汉服在宣石

博物馆游园、与摄影爱好者互动，现场演

绎古筝等传统乐器，进一步增强了对传

统文化的认同感。

记者 沈彦 摄

7 年前，怀着心系家乡

发展的情怀，在外创业有成

的杨广奇毅然 回 到 家 乡 ，

担任广德新杭镇金鸡笼村

党 总 支 书 记 兼 村 委 会 主

任 。 7 年 来 ，他 带 领 乡 亲

们将金鸡笼村发展成为一

个以茶叶种植加工及 茶 主

题 文 化 旅 游 为 特 色 ，集 游

赏、体验、观光于一体的特

色 生 态 村 ，村 集 体 收 入 从

“0”发展壮大到年收入 200

多万元。杨广奇也当选为

全国人大代表，获“皖美村

支 书 ”“ 宣 城好人”等荣誉

称号。

走进金鸡笼村，家家户

户 洁 白 整 齐 的 院 墙 、造 型

雅 致 的 景 观 、一 条 条 崭 新

的 沥 青 道 路 ，一 幅 生 态 宜

居的和美乡村画卷呈现在

眼前。焕然一新的乡村环

境 、村 民 油 然 而 生 的 幸 福

感 ，是 金 鸡 笼 村 发 展 蝶 变

的一个缩影。

金鸡笼村曾是党组织

“软弱涣散”村，经济基础差，

村集体经济难以实现零的突

破。在杨广奇看来，一个乡

村要想发展，最主要还是靠

人，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班

子队伍。“所以我们第一时

间组建了一支当时广德最

年轻的‘两委’班子，我当时

也是最年轻的村书记，通过

这个班子，我们一件事接着

一件事干，帮助村民解决他

们的急难愁盼问题。”杨广

奇说。

2017 年，杨广奇决定打

通茶山道路，将村里的山场

连起来，货物运出来。长 12

公里的山路通了、硬化了，山

场资源顺利下山变现了，村

民的“口袋”也逐渐鼓了起

来。村民们得到了实惠、尝

到了甜头，干部在群众中的

威望也高了。以过去最难开

展的征地拆迁为例，现在修

路、建设需要占用田地时，

村民们都主动无偿提供，村

委会修路、疏浚河道已累计

无偿使用村民提供的土地

396亩。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

金鸡笼村坐拥广德面积最大

的茶叶种植基地，有白茶、黄

金芽等丰富的茶叶品种。为

了提升茶产业附加值，让茶

农更好地实现致富增收，杨

广奇带领党员干部积极跑项

目、争资金，先后建成了 13

公里环茶园乡村公路和集

茶园喷灌系统、溯源系统、

茶园改造项目及茶叶交易

服务平台于一体的“现代智

慧茶园”，并建成了广德市

最大的白茶青叶交易市场

和深加工工厂，使茶叶从生

产到运输再到销售实现了全

产业链覆盖。

2024 年，金鸡笼村万亩

茶园鲜叶产量 480 吨，年产

值达 1 亿元，茶产业的发展

让村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我们全体村民和茶农都越

干越有劲。”茶农陈世靖高兴

地说。

谈及金鸡笼村今后的发

展，杨广奇表示会继续利用

好村子的优势资源，大力发

展智能化包装生产、竹制品

加工、农旅融合，着力实现

“三产”融合发展，让金鸡笼

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产业

结构更趋完善。

杨广奇：
心系家乡谋发展
持守初心为振兴
■记者 徐晨

汉服游园汉服游园

绩溪讯（特约记者 周明助）今年以来，绩

溪县人社局充分发挥数据资源优势，加强跨部门

数据共享，增强大数据运用能力，持续赋能扩参

保、保发放、优服务，有效防范化解社会保险基

金安全风险隐患，多维度提升社保经办服务供给

能力。

资格认证“不打扰”。定期通过部级、省级资

格认证系统下载共享数据，比对本地待遇领取人

员信息。印发《关于建立社保基金监督数据共享

协同机制的通知》，协同本地司法、公安、卫健、法

院等部门及各乡镇，建立完善本地数据定期共享

机制。定期将待核实人员名单按居住地进行分

类，主要通过退休人员社会化服务、上门服务、村

（居）协办员上报等方式进行核实，构建以“信息比

对为主、自助认证为辅、社会化服务认证为补充”

的多元化资格认证模式，让参保群众资格认证“零

跑腿”“无感知”“不打扰”。

待遇发放“不干预”。全面取消手工报盘，社

保待遇由系统生成，系统操作数据全过程留痕可

溯，社保业务系统和银行信息系统无缝对接，系

统审核待遇拨付计划，待遇发放总额和明细数据

自动核对，每笔发放数据“离库不离线，中途不

落地，人工不干预”，消除人工报盘数据离库操

作风险，实现“钱在账中走，数据网上流”的社保

基金特有安全模式，社保待遇发放全流程透明、

数据网上流、全资料上链、可追溯监管，有力保

障养老待遇按时足额发放，参保群众养老待遇应

享尽享。

靶向宣传“不见面”。共享近 30 万条卫健、

市监、税务、公积金等部门信息，运用大数据精

准识别社保服务对象，实现“数据找人”“人策匹

配 ”，精 准 定 位 服 务 1743 名 中 断 缴 费 人 员 和

14341 名城乡居保未缴费人员，精准推送 2 万余

条社保政策信息，靶向发力推动实现应保尽保。

同时，充分利用线上渠道，编制资格认证、遗属

待遇申请、网上缴费操作等视频教程 3 个，积极

转发“安徽社会保险惠民生”公众号、“社保政策

周周讲”等相关内容，精准推送社保政策、解读

热点问题、分享典型案例，让群众随时随地了解

社保知识，提高政策知晓率和满意度。

经办服务“不打烊”。突破传统“柜台办”局

限，推动社保业务 7×24 小时“全程网办”，33 个高

频事项实现“跨省通办”“一网通办”。深入企业、

商超、社区、乡村现场宣传讲解政策，发放宣传资

料，引导群众利用“掌上12333”App、“皖事通”App、

“电子社保卡”小程序等线上渠道办理社保业务，

社保缴费、社保关系转移、企业增减人员等大部分

社保业务均实现“零跑路”“不打烊”。今年以来，

通过线上办结社保业务 4 万余件，线上申领待遇

700余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