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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查餐厅”行动
倡导文明新“食”尚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
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倡导“反对浪费，
崇尚节约”的文明新“食”尚，近日，谢家
集区市场局协同区食药安办，对辖区养
老助餐点、婚宴承办单位开展“统一查
餐厅”行动，并邀请区政协委员、消费代
表、宣传媒体共同参与。

检查组人员先后来到谢三村街道
养老助餐点、东华怡乐生态园等食品经
营单位， 重点检查了从业人员健康管
理、原料进货查验记录、食品原材料储
存、餐饮加工制作、餐具清洗消毒、食品
留样等情况。检查组人员对食品经营单

位宣传了反餐饮浪费及食品安全相关
法律法规，并发放《倡导节约用餐制止
餐饮浪费倡议书》。

检查过程中发现，食品经营单位墙
上张贴了反对餐饮浪费的宣传海报，餐
桌上摆放着“光盘行动”提示卡，在显眼
位置挂着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包保公
示牌，经营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意识和
反餐饮浪费意识较高。 下一步，谢家集
区市场局将对辖区婚宴承办单位进行
全覆盖检查，并督促婚宴承办单位做到
“餐桌有标识， 点餐有提示， 剩菜有打
包，页面有宣传，餐品有描述”。 该局还
将持续开展制止餐饮浪费专项行动，坚
决遏制“舌尖上的浪费”，推动文明节俭
消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本报记者 苏 强
本报通讯员 单 辛）

汇聚校地青年力量
共建文明和谐家园

本报讯 5 月 19 日，“汇聚校地青
年力量，共建文明和谐家园”谢家集区
李郢孜镇与淮南联合大学团组织结对
共建启动仪式在李郢孜镇举行。 淮南联
合大学和李郢孜镇山水相连， 地理位置
相近，人文关系相亲，在镇党委、政府的
高度重视和团区委的大力支持下， 双方
积极构建“党委统筹、资源共享、开放互
动”的校地团组织共建平台，聚焦学校和
地方中心工作，实现多领域、多方位的组
织共建、资源共享、活动共办、项目共抓、
成效共显，共同开创了校地发展新篇章。

聚焦党建引领。认真落实党建带团
建工作要求，紧紧围绕中心工作、重点
任务，推动党建、团建融合互动，以党建
带团建、以团建促党建，锚定增强组织
力、引领力、服务力和对大局贡献度，落
实和打造“青春自护·有你有我”、我的
青春在家乡、助力乡村振兴、尊老敬老
共建和谐社会等共青团品牌项目，以喜
闻乐见的方式教育引导团员青年增强
实践能力、树立家国情怀，点燃党建带
团建育人成才的“红色引擎”。

聚焦青春守护。共建活动结合青少
年成长需求特点，拓展、深化服务形式，
开展普法教育、 防溺水宣传等活动，进
一步增强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青少年安全健康
的良好氛围。 重点走访关爱留守儿童，

帮助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让暖心陪伴走进青少年
心中，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聚焦乡村振兴。引导团员青年参与
乡村振兴大事业中， 为乡村振兴出谋划
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活动，发挥自身所
长，实践个人价值，用自身促振兴，以振兴
提自我，在新时代建设中绘彩青春姿态。
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清扫和参观春
申君陵园等历史景点，传播本地区悠久灿
烂的历史和人文文化，有效扩大了地区知
名度， 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来到李郢孜做
客观光，领略穿越时空般的蔡楚文化。

聚焦尊老敬老。老人生活幸福与否
一直是团组织和团员青年的心中之重。
校地共建平台认真谋划，将活动开展和
关怀老人有机结合， 前往养老机构、困
难老人家庭等，开展文艺演出，帮助老
人整理内务，为老人送去关怀，丰富娱
乐老人生活；利用医学特长，进行健康
检查，做好医疗健康服务，帮助老人快
乐幸福地享受晚年生活。

聚焦团员发展。通过校地共建平台
的建立完善，团组织积极发挥青年引路
人作用，帮助团员青年形成正确的价值
认知， 带领团员青年在行动中收获，在
奉献中成长， 为团员青年在思想道德、
政治素质等建设上注入强大新动能。 同
时，共建平台有效发挥传帮带作用,用实
际行动向社会传递正能量，影响和号召
更多人加入志愿服务的事业中，共建幸
福美好新时代。 （本报记者 苏 强

本报通讯员 孙庆子）

“三联动”不断夯实
基层党组织共建基础

本报讯 谢家集区立新街道党工
委认真落实“大党工委”制度，采取“三
联动”机制，不断夯实基层党组织共建
基础，赋能社区基层治理，着力构建了
区域统筹、条块协同、互联互动、共建共
享的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格局。

纵向联动，让“红色纽带”连起来。
立新街道党工委坚持从工作机制上发
力，从纵向联动上破题，逐级压实街道、
社区、网格三级工作责任，推动基层党
建工作上下协同、步调一致。 吸纳了 7
个辖区单位以“契约化”理念开展共建，
结成“红色联盟”，形成“街道大党工委+
社区大党委+基层党支部” 的城市基层
党建共建格局。 “大党工委”每季度至少
召开 1 次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城市基层
党建工作，共同协商解决辖区单位和群
众关心关注的大事、难事、要事，使城市
基层党建工作更好融入党员需求、融入
群众关切。 今年以来，通过“大党工委”
党建联席会议协商解决基层党建问题
4 个，推动解决群众关心的 “电动车充
电难”等问题 8 个。

横向联动，让“红色齿轮”转起来。
以网格化管理为依托，由社区党组织牵
头，组织物业公司、业委会、驻区单位实
行 “四方横向联动”， 赋能社区基层治
理。 结合“皖美红色物业”建设，积极构
建 “街道—社区—物业—网格党支部”
四级治理模式，成立 15 个网格支部，实
现应建尽建。 同步建强以社区党员、工

作人员为主的网格员队伍，突出“党员
网格员”作用发挥，每名党员网格员联
系 30 户左右群众， 常态化开展信息采
集、矛盾调处、意见收集、问题帮办等 6
项为民服务活动，把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触角延伸到社区最末梢，不断提升居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今年以
来，通过“横向联动”，累计为群众办实
事 143 件，化解矛盾纠纷 17 个，排除安
全隐患 47 个， 实现城市基层治理由社
区唱“独角戏”到多方参与“大合唱”的
转变。

整体联动，让“红色服务”强起来。
坚持突出“管理”和“服务”两条主线，不
断完善街道公共服务体系，切实把事关
居民切身利益的工作做细做实做好。结
合驻区单位党组织和在职党员 “双报
到”工作，每月安排一天作为“社区常态
服务日”，实行“群众点单、组织建单、党
员接单”服务模式，有计划地组织党员
开展各种公益志愿服务活动。 今年以
来 ，累计开展 “创建文明城 ，志愿我先
行”环境整治、免费理发、政策解答、法
律宣传等“红色服务”活动 8 场次，参加
活动党员人数 200 多人次。 同时，针对
户外劳动者和新就业群体，依托党群服
务中心成立暖“新”驿站 4 个，为环卫工
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提供午间休
息、茶水供应、免费充电等服务，打造共
建共治温馨家园。（本报记者 苏 强

本报通讯员 葛凤娇）

谢家集区积极探索劳动教育新路径，将多种劳动技能课纳入教学课程———

为学生全面成长蓄力赋能
本报通讯员 盛 静 本报记者 苏 强

“同学们，种植红薯苗要记住一个口诀，一插二躺
三抬头。 ”近日，谢家集区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程教学现
场观摩暨工作推进会在谢二小新家园校区召开， 在该
校耕读园里， 各校劳动教育负责人观摩了卢淮安老师
的红薯种植劳动课。

今年 5 月的第二周，是全省第三个“劳动教育宣传
周”，以“劳动铸就新征程为主题”，谢家集区积极推动
劳动教育示范学校建设，增加劳动教育内容，优化劳动
课程设置，拓展实践场所，开展了系列劳动教育主题活
动，进一步提高了劳动教育整体实施水平。

“你们看！ 在种植红薯苗之前，一定要将土壤浇透
水，这样能提高它的成活率。 ”在老师耐心的指导讲解
下，谢二小新家园校区的同学们撸起袖子 ，小心翼翼
地将准备好的红薯苗放进挖好的坑中，一插、一放、一
抬头，一个个红薯苗便在田地里“向孩子们快乐地招
手”，欢快的笑声在校园里回荡。

谢家集区各中小学校积极探索劳动教育新路径，
不断挖掘劳动资源，将多种劳动技能课纳入教学课程，
以课程建设、师资培养、特色项目、基地培育、协同育人
等为抓手， 探索创新具有谢家集区特色的劳动教育模

式，陶艺吧、豆腐坊、编织社、耕读园、百花园、水果园、
蔬菜园、西瓜园，将劳动教育与学生的个人生活、校园
生活有机结合，提升了学生劳动素养，为学生全面成长
蓄力赋能。

削土豆、摘菜、淘米，这些家务对淮河中学九年级学
生陈一鸣来说，早已是驾轻就熟。 “每个周末放学回家，孩
子都会自觉地帮着做家务，她越来越体会到家长的不易，
这些让我非常感动。 ”陈一鸣妈妈搂着女儿深感欣慰。

谢家集区紧紧把握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内涵特点，
坚持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德、智、体 、美、劳“五
育”融合，不断探索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实施路径，努力
为学生成长打好人生底色。

“通过开展劳动教育，改变家长原有的思想，教给
孩子必备的生活技能，实现家校共育，共促成长。 ”据谢
家集区教体局负责人介绍， 谢家集区各学校有计划地
组织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充分利用校内校外的
劳动基地，让学生真正参与到劳动中来。

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谢家集区各校一直在
倡导自我管理， 鼓励学生在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 记者了解到，不少小学生已经成为家长的得力小帮
手，“爸爸妈妈工作很辛苦，经常下班很晚，到家以后我
会提前煮好米饭”“我会炒生菜、西红柿炒鸡蛋，还会烧
汤……”谢一小、谢二中的学生们在谈到自己劳动体验
时开心地说。

谢一小劳动课教师尹贝贝告诉记者：“在家校共育
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关注孩子的学习，更重要的是关
注孩子综合素养的提升。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我们积极
引导学生用双手去体会生活，从劳动中感受乐趣。 ”

5 月 10 日，两百多名中学生头带安全帽，充满好奇
地走进宏泰钢铁公司生产车间，开展“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劳动主题教育活动。 在宽敞的车间和阵阵热浪中，
学生们参观了螺纹钢的整个生产流程， 了解了钢铁生
产的最新工艺。

记者了解到， 除了组织学生到工厂开展劳动实践
外， 谢家集区各学校还积极利用校外实践基地拓展劳
动教育资源，孤堆学区与乡里的火龙果基地联手，唐山
中学带着学生走进蘑菇种植基地， 杨公小学学生来到
无花果种植基地， 柯湖小学带着孩子们走进小龙虾养
殖基地，田间地头，水库河边，处处都是孩子们开展劳
动教育的身影。

“各中小学校不断探索创新劳动教育新样态，通过
学、劳、研、获一体化学习，将劳动教育渗透到孩子们学
习的方方面面， 为学生全面发展开辟出了晴朗的天
空。 ”谢家集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很多家长从
最开始只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 到现在开始更多地关
注学生身心健康，更多关注劳动教育，在家庭、学校、社
会三方共同努力之下， 劳动教育正在朝着五育并举的
方向坚实迈进。 ”

特 色 产 业 发 展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本报讯 继成功打造陶圩村应台

孜蔬菜基地、耿皇村千亩水产养殖基地
后，谢家集区望峰岗镇积极谋划特色产
业发展，结合淮河优质水源建设黑鱼养
殖实验基地，为双招双引企业———味咚
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减少黑鱼采购运

输成本，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随着水产运输车陆续驶达望

峰岗镇周郢村黑鱼养殖基地，数十万尾
的黑鱼鱼苗伴着夕阳进入养殖塘，本次
黑鱼鱼苗从山东微山湖引进，第一批共
计引进鱼苗 7 万斤，接下来还有 5 批鱼

苗会陆续到达，预计年产值能达到 3000
万元左右。

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重点。 记者
在采访中了解到，从前周郢村因受到采
煤沉陷影响，产业基础薄弱 ，村集体经
济缺乏支柱性产业，现如今 ，通过引进

优质渔业种苗，学习养殖技术 ，黑鱼养
殖为周郢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活水，既富
裕了村民，也促进了望峰岗镇一产二产
有效结合。

(本报记者 苏 强
本报通讯员 范学伟）

拓 宽 新 路 子 增 收 乐 农 民
———谢家集区望峰岗镇陶圩村应台孜西红柿采摘基地走访见闻

本报记者 苏 强

红色的 、黄色的 、青色的 ，一枚枚
色泽艳丽、 圆润可爱的小西红柿挂在
枝繁叶茂的藤蔓上，让人心情愉悦、喜
不自禁。

“您尝尝吧，这是我们今年新试种
的新品种西红柿，很好吃的。 ”

5 月 17 日下午， 记者来到位于谢
家集区望峰岗镇陶圩村的应台孜西红
柿采摘基地走访，在新品种示范试种大
棚里，陶圩村负责人一边摘下几枚小西

红柿让记者品尝，一边高兴地向记者介
绍：“我们积极与省农科院合作，引进了
西红柿新品种水果番茄，目前试种的有
蜜红、蜜黄、蜜彩三个品种。这个水果番
茄的特点就是维生素含量高、 风味独
特、口感好，适合观光采摘。 ”

“不吃不知道，吃了忘不掉。 ”正在
大棚里采摘西红柿的种植户应继征笑
逐颜开、 喜上眉梢：“这是专家帮我们
引进的新品种，口感确实不一样，这几
天来采摘的人都说好吃， 今年我们的
西红柿肯定能卖上一个好价钱。 ”

“农业科研院所与农业企业的直
接对接， 是农业科研成果应用于农业

生产的最直接途径，也是助农增收、促
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保障农产品质量
的最有效途径。 ”应伟告诉记者：“今年
年初， 我们与省农科院合作的科技特
派团试验示范基地挂牌， 省农科院园
艺研究所复合型科技特派团的成员们
奔走于田间地头， 推广新装备、 新技
术， 帮助我们种植户解决生产过程中
遇到的难题， 目前我们试验示范种植
的水果番茄长势喜人， 为我们种植户
增收拓展了新路径。 ”

“应台孜西红柿种植历史悠久，沙
瓤可口， 在淮南和周边地区一直小有
名气。 特别是近年来，陶圩村发挥蔬菜

种植的传统优势， 成立了应台孜蔬菜
种植专业合作社，注册了 “应台孜 ”商
标，大力鼓励支持村民种植西红柿，种
植规模已达到 100 亩左右。 ”采访中，
望峰岗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通过与
省农科院的合作， 进一步增强了应台
孜西红柿的市场竞争力， 助力了农民
增收。 望峰岗镇将紧紧围绕乡村振兴
这一条主线，因地制宜，根据各个村土
地实际，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引进新品
种、 新技术， 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新路
子，在农业品牌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等方面敢闯敢试、有所作为，为谢家
集区特色农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

科技赋能
番茄产业
提质增效
5 月 18 日下午 ，

“番茄新品种新技术试
验示范现场会” 在谢家
集区望峰岗镇陶圩村应
台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举行， 来自省农科院
园艺研究所的专家们对
番茄新品种的植株形
态、抗性、产量、商品性
等进行了综合性状观摩
和评价。近年来，当地通
过与科研院校合作，番
茄产业不断提质增效。

本报通讯员 秦 龙
本报记者 苏 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