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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信访局（市委信访局）———

坚持人民信访为人民 把群众满意度提上来
本报记者 张 静

省委书记郑栅洁在淮调研期间，对进一步做好信访工作提
出明确要求，指出基层党建强不强，首先看信访。要求大力开展
信访积案攻坚，严格党政领导落实定期接访下访和阅批督办群
众来信制度，完善党建考核信访和责任追究机制，依法依规解
决群众和企业合理诉求，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按制度集中接
访，切实把信访总量降下去、把群众满意度提上来。淮南市信访
系统认真学习领会， 深入落实省委书记郑栅洁的指示要求，坚
决将全市信访工作做实、做细、做出成效。

坚持人民信访为人民， 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服务理念，
把党建引领作用全方位、多角度地融入到信访工作，形成依托
党建抓信访、抓好信访强治理的多赢互动，在“减存量”上下更
大气力，在“控增量”上求实效，在“促长效”上建机制，全面提升
信访工作法治化信息化科学化水平，着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
烦心事揪心事，推动“为民办实事”见实效，实现群众满意度不
断提升、信访总量逐渐下降、信访形势持续向好的形势。

切实履行政治责任。毫不动摇把党的绝对领导作为新时代
信访工作的最高原则、毫不动摇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信

访工作的根本立场，把习近平总书记对信访工作作出的一系列
批示作为根本遵循，把郑栅洁书记来淮调研指示落实到实际行
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信访工作条例》，坚决扛起信访工作为
民解难、为党分忧的政治责任，及时反映社情民意，维护群众合
法权益，化解突出复杂问题。

不断优化服务体系。 坚持系统观点，把化解矛盾纠纷之需
与打通治理末梢之要结合起来，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资源
整合，建立“送上门”信访服务体系。一是服务窗口标准化。完善
提升各级接访场所的硬件、制度建设的要求，完善分级服务清
单，推进“功能模块化、参与多元化、设备智能化、服务便民化”，
争创“人民满意示范窗口”。 二是服务支撑精准化。 完善市、县
区、乡镇（街道）三级信访工作联席会议上下联动、统筹协调机
制，积极引入律师、心理咨询师、人民调解员、乡贤、网格员等社
会力量参与，协助做好矛盾化解、情绪纾解等工作。三是服务效
能指标化。按照“三到位”标准，以群众满不满意为落脚点，对接
待的来访和收到的网信事项，进行全链条、全要素、全覆盖地清
单化闭环式办理，确保有事化解掉，有理讲清楚，不断提升群众
满意率。

深入推进制度改革。 坚守人民情怀，带着深厚感情了解群
众的急难愁盼，用心办理每一封来信，热心接待每一批来访，耐
心倾听每一次来电，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把党和政府的

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 一是继续开展信访工作“四下基层”。 认
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和阅批群众来信制度，在坚持点接访
的同时，结合实际到基层接访、重点约访、带案下访，确保民意
真听清、真了解，对领导接访和阅批来信事项，一抓到底，闭环
办理，切实做到接访不走过场、群众写信真管用。二是全面推进
“四最”试点工作。 进一步规范信访工作程序，坚持治标与治本
并重，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深化访诉分离、依法分类处理
等工作落实，依法及时就地解决群众诉求，最大限度减少问题
产生和积累，最大程度减轻群众“访累”。 加大对历史久拖未决
事项化解推进力度，开展“暖民心”“积案清零”专项行动，站在
群众角度，达到“事心双解”目标。三是提升信访信息化水平。不
断提升网上信访工作质效，切实加强网上信访事项办理，优化
工作流程和环节，强化信访信息综合分析研判，推动网上信访
问题及时高效解决，让群众“少跑腿”。

建立完善“四加机制”。 不断完善落实党建+信访、清单+闭
环、倒查+问责、专项整治+系统治理“四加机制”。 构建“党建+
信访”机制。推进基层党建重点考核信访工作制度精细化、科学
化，健全完善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落实、联席会议协调、信
访部门推动、各方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实行“清单+闭环”管
理。对群众“信、访、网、电”等渠道反映的信访诉求，严格落实台
账管理，实行追踪落实、闭环办结，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复信访。

严格“倒查+问责”机制。 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问
题、重点人员挂牌督办工作，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条例》规定，对
未正确履行信访工作职责的，依纪依规追责。 实行“专项整治+
系统治理”机制。 对房地产、征地拆迁等矛盾突发群体性、政策
性问题，加强调查研究和政策供给，从政策层面推动化解。

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 严格落实访诉分
离、依法分类处理，巩固律师和人民调解员在参与矛盾纠纷化
解过程中的作用；规范复查复核、听证评议、案件评查等工作，
按照《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安徽省信访事项听
证办法的实施意见》， 进一步发挥好听证在化解矛盾纠纷过程
中的积极作用。

打造“一专多能”的高素质信访干部队伍。以修炼最硬本领
抓提升。 今年，国家局、省局结合《信访工作条例》，陆续下发了
《信访事项网上办理工作规程》《初次信访事项办理办法》《信访
事项简易办理办法》等多个工作规范文件，开展信访干部专题
学习培训，强化真抓实干，提高效率、转变作风、服务基层和群
众。建立健全“经常抓、抓经常”的信访业务规范化工作机制，优
化工作流程，落实首办责任，在信访事项办理过程中严格标准、
规范流程，以经办数量为台账量化工作、以系统操作为抓手细
化标准、以群众满意为依据锚定目标，办理的每件信访事项都
经得起政策、时间的考验。

让千年古镇焕发新姿

本报讯 寿县正阳关镇结合千年
古镇实际， 紧盯文明创建工作目标任
务，全镇动员，全民参与，全力推进创
建文明城市工作深入开展， 以创建实
效助力乡村振兴。

该镇按照“突出重点、破解难点、
对标达标、全面提升”思路，全面开展
“八行动、两提升”活动。依托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为阵地， 镇妇联和镇团委每
周开展一次创建志愿者活动。 结合文
化旅游工作， 积极筹措资金 600 余万
元，先后对古民居淮安客栈、亚细亚商
场、 林成忠商铺及三个古城门进行修
缮，完成了老街改造和镇区 65 条街巷
硬化、亮化、绿化、美化提升。

全面实施镇区污水处理工程，对
农贸市场、小区、村级环境进行综合整

治 。 在显著位置规范设置公益广告
120 处， 完成 6 个村篮球场申报工作。
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巩固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成果，推进生活污水治理，
加强道路建设。 综合整治车辆违停、规
范营运车辆服务。 对出店经营、占道经
营突出的建设街道和枸杞街道进行整
治，拆除违规搭棚、出店经营 70 余处。

同时，加强常态化监督和管理，将
创建工作完成情况纳入各村、 社区责
任人的年度述职述责内容， 列入评优
评先的范围。 镇财政每年拿出 20 余万
元， 用于社区和重点村的常态化管理
工作经费。 镇文明办每天对镇区以及
重点村的主要街道和经营场所进行巡
逻和督导，强化公共秩序管理、开展还
路于民集中整治，加强宣传，提高群众
文明交通素养， 确保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迈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让千年古
镇焕发新姿。 （本报记者 吴 巍

本报通讯员 余 涛）

群众利益无小事 倾心帮扶暖人心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李 峰 许丹丹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驻寿县板桥
镇邹祠村工作队始终不忘组织重托，
带着一份真挚的感情， 热忱为群众排
忧解愁, 确保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不
让一户一人掉队。

居住在邹祠村大郢村民组的代明
安，几年前爱人病故，女儿代言梅系精
神病患者，无劳动能力。代明安几年前
患有轻微脑梗， 但能持家务农。 近年
来，随着病情的加重，出现肢体残疾、
卧床生活不能自理。 因他本人和女儿
的病情常年需要吃药和专人照顾，造
成儿子代言春无法正常外出务工，经
济来源仅靠家庭低保、残补、产业帮扶
等维持。

9 月 5 日中午，代明安突然病故。

面对家庭的变故，代言春一筹莫展。一
枝一叶总关情，群众事情无小事。针对
该户的实际情况， 驻村工作队与村支
“两委”高度重视，为确保在乡村振兴
的道路上不让一户一人掉队， 在做好
脱贫户分类帮扶工作中， 把他家确定
为重点帮扶户。根据代言梅的病情，村
支“两委”主动联系寿县十字路精神病
院，安排其住院治疗，并为代言春安排
了村公益性岗位， 积极为他本人申请
办理低保。中秋节前夕，驻村工作队协
调社会帮扶力量对其开展帮扶。

9 月 6 日上午， 市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驻村工作队与寿县“宏虎”粮油有
限公司、寿县“向天歌”白鹅养殖公司，
为代言春捐助资金 1200 元。

看着这些真诚的帮扶， 代言春动
情地说：“我家生活虽然遇到了变故，
但驻村工作队与村支‘两委’的倾心帮
扶，让我深深感到了温暖”。

花好月圆人团圆，
“圆”对中国人有特殊的含义

从器物层面上讲， 人们崇尚圆的
东西：敬拜的月亮是圆的，吃的月饼是
圆的，祭祀的水果是圆的。从心里愿望
上看，家人团聚叫“团圆家”，喝的酒叫

“团圆酒”，吃的饭叫“团圆饭”，过的节
叫“团圆节”。天上月圆时，合家团圆分
食月饼，这是一种温馨的仪式。家制月
饼、分享月饼、馈赠月饼的过程，就是
表达爱、传递爱、感受爱的过程。 亲人
团圆，家庭和睦，安享天伦，那种心理
意义上的圆满、圆合、圆润、圆和之意，
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灵魂中， 展现在行
动里， 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价
值理念。

路口遮阳棚
便民暖人心

市民在山南新区淮河大道交通路口新安装
的遮阳（雨）棚下等待红绿灯过马路。我市在“我
为群众办实事”工作中，本着“统筹规划、因地制
宜、按需建设”的原则，结合群众生活和交通实
际需求， 在城区人流量较大的交通路口非机动
车道和行人等候区安装遮阳(雨)棚，为等红灯的
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遮阳挡雨。目前，首批规
划的 7 个路口 25 处遮阳棚已经建成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陈 彬 摄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本报通讯员 岳 荣 本报记者 刘银昌

为促进粮食提质增效，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 ，近年来 ，凤台县大兴镇始终贯
彻 “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 ”战略 ，坚持把
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 紧紧围绕加大
农田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农业机械化服
务能力、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加快推进粮
食生产规模化、现代化、企业化、市场化、
社会化，生产水平大幅提升，有力地促进
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021 年，全镇粮
食总产量 6.8 万吨，较上年增长 8.8%。

加强农田水利建设 ， 筑牢高产之
基。 大兴镇紧抓农田项目建设，先后建

设了高标准农田、 新增千亿斤粮食、农
田水利 “最后一公里 ”等项目累计投入
资金 6000 余万元 ，新建 、维护电站 110
座 ，防渗渠 300 余公里 ，桥 、涵 、闸近千
处 ，生产路硬化 72 公里 ，清淤 、扩挖沟
塘 10 万余方，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5.5
万亩。 2022 年高标准农田 9600 亩正在
建设中 ，实现高标准农田全覆盖 ，为粮
食生产筑牢基础。

加大培育服务主体 ， 强化生产保
障。 近年来，大兴镇鼓励党员、干部、种
粮大户、农机服务大户和农村致富能手
牵头成立农业合作社。 2021 年新增农业
合作社 7 家 ， 目前全镇合作社已达 25
家。 拥有高速插秧机 130 台，大型拖拉
机 290 台 ， 收割机 420 台 ， 植保机 65

部，建成标准化育秧工厂 25 座，育秧流
水线 32 条，软硬盘 150 万余张，合作社
成员达 300 多人。 粮食生产围绕“统一
供种、统一机耕、统一机插、统一测土配
肥、统一防治、统一订单收购、统一托管
经营 ”等环节 ，开展农业全程社会化服
务 70 万亩次。 2021 年机插秧面积 5 万
亩，统一飞防 42 万亩次，测土配方施肥
面积 12 万亩，解放农村劳动力 1 万人，
创造了 1120 个就业岗位； 服务农户占
全镇总户数的 90%。

加强技术服务，为粮食生产保驾护
航 。 大兴镇新型职业农民有 320 人 ，
2021 年举办农业技术培训班 6 期，培训
农民 512 人， 举办小麦赤霉病飞防、秋
种现场会 3 次， 田间地头培训会 30 余

次，农民科技水平显著提高。 16 个村和
25 家合作社设立了技术服务网点，实现
“县—镇—村—合作社”四级服务体系，
组建大兴镇微信群、QQ 群和短信群发
等平台，及时发布涉农技术、管理信息，
让农业信息走进千家万户。 2021 年，该
镇在凤台县率先创建优质专用小麦和
优质水稻生产整镇推进项目，统一供应
优质麦种 100 万公斤 。 全镇投入资金
400 余万元开展小麦赤霉病统防统治工
作，参与飞防作业的合作社达 17 家，投
入无人机 48 部，完成 2 次防治任务。 在
防治期间 ，凤台县农业农村局 、大兴镇
镇政府分别派出技术指导组和防治督
查组深入田间地头， 进行服务和督查，
飞防合格率达 100%。

专题民主监督行动助推“一改两为”做深做实

本报讯 谢家集区政协精心组织开
展“一改两为”专题民主监督行动，全力
助推全区“一改两为”做深做实。

在充分发挥政协系统党建引领作
用，通过开展党组会议、主席会议、委员

培训会、主题党日等活动，引导广大政协
委员拥护“两个确立”，践行“两个维护”，
改进工作作风，明确使命重任，强化履职
担当，做到真抓实干的同时，谢家集区政
协制定了《区政协开展“一改两为”专题
民主监督行动方案》，密切围绕“一改两
为”专题，开展提案监督、议政监督、特约
监督员、基层协商监督、社情民意监督、
委员微监督等行动， 监督内容涵盖西部

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营商环境优化、义
务教育“双减”政策、社区网格化服务管
理等关乎群众生活、 事关企业发展的重
要事项，为区委、区政府开展重点工作、
为民办实事、 为企优环境提供了政协参
考。 谢家集区政协还在淮南高新区智造
园区建立了委员工作室， 依托委员工作
室，政协委员走进园区开展“一改两为”
民主监督、“新春访万企、助力解难题”等

活动，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助力了企
业发展。 据谢家集区政协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区政协将继续加强“一改两为”专
题民主监督力度， 助推全区实现作风大
改进、问题大解决、工作大落实、环境大
提升， 为谢家集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贡献政协力量。

（本报记者 苏 强
本报通讯员 王淑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