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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直通车” 满载民意直抵民心
本报通讯员 朱紫杨 本报记者 张 静

人大代表办实事，让百姓得实惠。 潘集区人大代表
“直通车”平台运行以来，紧扣“关注民生提建议，五级
代表在行动”工作要求，始终坚持把群众眼里的“芝麻
小事”当作必须解决的“百姓大事”来看待，不断提升工
作效率，强化跟踪问效，切实推进群众呼声办得快、办
得好、办得实。

接地气更畅顺，迅速响应立刻办
“目前工程已经恢复施工了， 感谢人大代表的呼

吁，一天就帮我们解决了问题”潘集区八米路附近居民
提起前段时间遇到的一件“烦心事”时，连连称赞潘集
区人大行动迅速，帮助附近居民做了一件好事。

近期，田集街道八米路休闲广场南侧，正在紧锣密
鼓地修建一处“口袋公园”，附近居民都十分期待增添
一个闲暇时间休闲、娱乐的场所。 最近，项目却突然停
工了，施工一半的现场散布砖瓦石料，影响美观的同时
还存在安全隐患。 在潘集区人大代表“直通车”李圩联
络服务站，区人大代表朱家波反映了这件群众的“忧心
事”。

听到群众诉求， 潘集区人大立即组织工作人员现
场查看情况，通过电话联系田集街道分管领导、住建部
门相关负责人，了解项目推进情况、停工原因、处理办
法等，现场将代表“呼声”转为办理“意见”，协调帮助项
目于第二日正式恢复动工， 立行立办的效率赢得了群
众的赞扬。

惠民生更求实，跟踪问效紧盯办
“贺疃镇均刘村王园组大沟淤泥堆积严重，造成沟

渠堵塞，既影响环境美观，又容易滋生蚊虫，建议有关
部门能够及时清理。 ”

在贺疃镇人大代表“直通车”平台，市人大代表刘
全坤提出的沟渠淤堵问题引起了潘集区人大的高度重
视，在组织镇人大查看现场，咨询了解情况后，及时将
问题转交镇政府。

利用“直通车”平台，区人大常委会分管领导主动牵
头督办，镇人大短时间内多次组织现场调研和面对面座
谈，紧盯建议办理进程，帮助协调解决施工难题。 在持续
的跟踪督办下，疏淤工程迅速启动，贺疃镇安排铲车对王
园组大沟淤泥进行清理疏浚，清理淤堵 210 米。

同时，为了强化办理实效，镇人大提出“应清尽清”的
要求，组织代表对辖区沟渠淤塞情况进行摸排，制定方案，
并进行集中清淤，有效解决辖区村生产沟渠淤塞问题。

察民情更深入，调研把脉提前办
潘集区人大充分发挥人大代表 “直通车” 平台作

用，在倾听民意的同时，深入基层、企业、村（社区）开展
走访调研，认真梳理群众反映强烈、反响较大的问题，
找准具有普遍性、规律性、典型性的群众诉求，督促相
关政府部门及时改进。

“希望政府切实增强主动服务企业意识，实现解决‘一
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推动企业降本增效。 ”

在人大代表“直通车”平台运行过程中，小微企业
经营者提出的 “店前线缆整治”“增加政策了解渠道”
“加强经开区交通管理”等建议，都围绕着优化营商环
境、提高服务效率的主题。 潘集区人大立足职能，深入
开展了全区民营经济发展（中小微企业）专题调研，督
促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经常深入企业走访调研， 强化
服务意识、完善工作机制、构建新型关系、为企纾困解
难，营商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企业的部分共性问题在萌
芽状态得到了提前化解。

“潘集区将以‘严、真、细、实、快’的工作作风持续
推进直通车平台建设，用更高的效率、更快的速度办
好群众诉求，以一件件小事情的大解决 ，书写从呼声
到掌声的潘集实践。 ”潘集区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人
表示。

党建引领
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

本报讯 潘集区古沟回族乡党委
始终坚持把党建引领作为推动乡村振
兴的“第一抓手”，科学筹划，精心部署，
在强组织、育队伍、壮产业、优治理等方
面精准发力， 助推乡村振兴提效提速，
引领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

筑强基层堡垒，点燃乡村振兴“强
引擎”。紧盯乡村振兴“好苗子”，全覆盖
建立 12 个行政村“退役军人、返乡高校
毕业生、本地致富能手、返乡经商务工
人员”四类人员信息库，变“坐等上门”
为 “主动发展”， 坚持成熟一个发展一
个，把各方面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吸收到
党组织中来，完成发展党员数量的同时
提高质量。 截至目前，新增青年农民入
党申请人 12 人，吸收预备党员 2 人，确
定积极分子 10 人。

强化队伍建设，打造乡村振兴“生
力军”。统筹推进乡土人才建设，及时发
现优秀“土专家”“田秀才”，储备村级后
备干部队伍 25 人。 强化村干部管理考
核， 制定印发 《乡村两级目标考核办
法》，树立以工作实绩论英雄的导向，每
月对各村重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打分
排名，每季度对村“一肩挑”干部工作实
绩进行考核， 每年开展一次 “述职评
议”，奖优罚劣，倒逼责任落实，扭转以
前 “干与不干都一样”“干好干坏都一
样”的不良作风。

发展产业经济，走出乡村振兴“致
富路”。因地制宜探索“党建＋产业”发展

新路子 ，积极发展 “两高一优 ”特色农
业，以小麦、水稻为主，全乡高标准农田
2.6 万亩，粮食年产量达 3.6 万吨。 强基
地、重示范、育大户，创新推行“党支部＋
合作社＋示范基地＋村集体经济＋农户”
经营模式，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21 家，
家庭农场 13 家，托管土地 1.01 万亩，实
现亩均增收 450 元，累计增加村集体经
济收入 53.1 万元。 坚定不移擦亮“古沟
黄牛养殖”金字招牌，截至目前，全乡有
养殖大户 15 家， 黄牛存栏量 3000 余
头，黄牛年出栏 4500 头。 此外，太平饴
糖、蔡庙粉皮、泥河水产等都在逐步由
家庭作坊走向规模化、产业化，群众收
入逐年增加。

完善治理机制，画好乡村振兴“同
心圆”。 坚持“把党组织建在网格上”，全
乡共划分 190 个网格，全覆盖建立网格
党支部 35 个，明确 1 名党员联系 10 余
户群众，构建“村党总支-网格党支部-
党员中心户”三级组织体系，实现包联
全覆盖。将党建工作与群众需求有效衔
接，组织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庭院
课堂”“送戏进村”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和群众性文化活动。 发挥党建“一核引
领”的作用，定期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
收集社情民意，整合部门数据，建立网
格化联动台账， 并构建闭环流转机制，
让各类问题矛盾第一时间得到处置。

（本报通讯员 唐东尧
本报记者 张 静）

“小处”着手
做好廉政建设“大文章”

本报讯 潘集区高皇镇为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向纵深发展，
从小处入手，从源头做起，把问题扼杀
在萌芽状态，进一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以“小环境温润大气候”，推动工作
作风转变。将作风能力建设提升与树新
风结合，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营造清
新小环境，温润净化大气候。 坚决贯彻
省委深化“一改两为”工作要求，保持定
力、寸步不让，防止老问题复燃、新问题
萌发、小问题坐大。立足监督职责，坚持
纠“四风”与树新风结合、补短板与防反
弹并重， 把握重要节点持续正风肃纪。
规范执行公务接待、公务用车、规范党
员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等制度，确保
执纪监督有规可依。 抓实日常监督检
查，坚持工作日抽查、节假日等重要时
间节点下发通知、 微信发布纪律提醒、
开展专项督查等方式，坚决狠刹节日期
间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持续净化政治
生态。 深化“以案示警”，对党员干部婚
丧嫁娶中的腐败问题进行查处，纠正婚
丧嫁娶中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借机敛
财等问题，使崇廉尚洁成为新风尚。

以“小提醒实现大引导”，提升四种
形态成效。在坚持用好“四种形态”上下
功夫，综合运用谈话函询、组织处理、纪
律处分等方式分类处置， 惩处极少数、

教育大多数，真正达到治“病树”、拔“烂
树”、保护“森林”的目的。 近年来第一种
形态处理 47 人，第二种形态处理 4 人，
第四种形态处理 3 人。 建立村居干部
《个人廉政档案》、签订《履职辞职承诺
书》135 份，加强对村级“一把手”的监督
检查，完善任职回避、定期轮岗、离任审
计等制度， 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
换届后累计调整 3 名村主要领导。 深化
线索全集中、全留痕、全入库，完善线索
即收即办、定期督办、跟踪督办等机制。

以“小习惯涵养大风气”，推动小微
腐败惩治。 通过落实“三会一课”“主题
党日”的组织生活制度，坚定理想信念，
建立一道牢固的拒腐防变的精神屏障，
永葆党员干部的纯洁公仆本色。 用身边
事教育身边人，加强警示教育，让广大
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 扎紧
制度笼子 ，避免对 “微权力 ”的监管缺
位，加大“监督一点通”平台建设，累计
注册量达 8000 人以上，浏览量达 60 万
人次，晒出权力清单，完善各项监督机
制、管控机制，形成对权力的长效管理
制度。 加大惩处力度，对“微腐败”做到
“无微不治”，形成震慑，在基层形成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让人民群
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本报通讯员 孔凡奇
本报记者 张 静）

科普活动进校园
近日，潘集区科协联合区教育局组织科技志愿者，深入到潘集区第一小学开展

科普活动进校园。科技志愿者团队给潘集区第一小学 1700 多名师生带去了一节别
开生面的航天航空安全知识科普课，增强了广大青少年爱祖国、爱科学、爱航空的
意识。 本报通讯员 潘士清 本报记者 张 静 摄

乡 村 旅 游“出 圈 ” 乡 村 振 兴“有 范 ”

本报讯 近年来 ， 潘集区架河镇
通过党建引领 ， 围绕园区建设 、 美丽
乡村、 非遗传承 ， 着力打造全域旅游
乡镇， 做到产业兴、 旅游热、 百姓富。

以点破面 ， 实现从零到有突破 。
打造 3A 级武庙寻趣园， 占地 800 亩 ，
2023 年武庙村村庄规划已经完成且已
获批， 规划中为生态园预留扩大建设
地亩， 土地瓶颈破除 。 生态园目前已
建成优质葡萄、 蔬菜和瓜果采摘基地、
开心农家乐餐馆 、 垂钓中心 、 水上乐

园、 萌宠乐园 、 卡丁车 、 彩虹滑梯和
花卉基地 “紫苑 ” 等旅游玩乐项目 ，
日最高接待游客量达 3000 人次。 2023
年增加投资 4000 万元， 用于水上乐园
的扩建和教育研学基地建设 。 届时 ，
整个园区将建成集农业观光 、 生态旅
游、 休闲娱乐、 民俗体验、 旅游研学、
餐饮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生态园区 ，
年收入达 700 万元。

连点成线 ， 探索从有到盛转变 。
美丽乡村和生态庄园 “连点成线”， 巧
绘振兴画卷 。 倾斜政策支持立富生态
园、 先丰现代农业园、 各农业种植合作
社快速发展，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观光、
旅游采摘和农商相连的销售模式； 以美

丽乡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抓
手， 打造美丽宜居架河， 建成杨集、 新
圩、 淮北等 7 村美丽乡村， 正在规划设
计瓦郢、 小郢村中心村建设， 美丽乡村
自西向东连点成线的文旅小镇格局初步
形成； 基础设施 “更新换代 ”。 修路 、
建堤， 护林、 巡河、 环境卫生整治、 户
厕改造升级等同步推进， 硕果累累。 始
终对标新时代新要求完成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 （站）、 图书室、 文化广场、 乡村
大舞台建设， 让基础建设底蕴更足。

装点一新， 深挖非遗文化内涵。 采
莲灯是一种流传于淮南沿淮地区的民俗
歌舞， 架河镇是采莲灯的发源地。 2008
年被淮南市评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0 年被安徽省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几年来， 在
架河镇党委、 政府大力支持下， 采莲灯
表演队伍正走向正规化、 规模化， 让采
莲灯非遗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其
中， 演员 40 多人， 包括锣鼓队和采莲
队。 作为民间文艺团体 ， 克服了资金
少、 人员流动性大， 坚持演出， 农闲时
排练下乡义演， 现已演出几十场， 深受
农民喜爱。 在每年的淮南市 “420 农民
运动会” 上， 都有架河采莲灯的队伍，
给观众带来了深刻的视觉享受， 展示了
农民群众多彩的文化生活。

(本报通讯员 谭 敏 苏灿灿
本报记者 张 静)

重阳节，青春暖“夕阳”
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10 月 23 日重阳节当天， 潘集区高皇镇相关部门联合志愿者来到乐福居养老服务中

心开展慰问活动，向老人们送去节日祝福。 志愿者们把蛋糕、水果等送到每个老人手中，为他们包“爱心包子”，聊家常谈养生，用
青春之爱暖“夕阳”之心。

高皇镇坚持以多种方式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公益爱心帮助，多次开展尊老爱老活动，发扬尊老爱老的良好风尚，营造“老有
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和谐氛围。 本报通讯员 孔凡奇 本报记者 张 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