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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区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产业升级，增进民生福祉，擦亮高质量
发展的民生底色———

产业转型有活力 民生改善有温度
本报记者 朱庆磊

工业园区的机声隆隆， 奏响高质量发展的乐章。
人民群众的幸福笑脸， 诉说着民生改善的故事。
2023年， 大通区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 全力推动产

业升级，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交出了一份经济向好、 发展向新、 民生向暖的答卷。

聚力推动产业升级， 不断塑造发展
新优势

经济发展， 以质取胜。 2023 年， 大通区聚焦双招
双引 “主战场”， 树牢 “大招商、 招大商、 招好商” 思
路， 布局苏南、 浙东产业集聚片区， 构建 “1+3+5+
12” 全员招商大格局， 全年新签约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23 个、 总投资 88.1 亿元， 工业招商项目实际形成固定
资产投资 6.4 亿元。 投资 10 亿元的中辉科技产业园项
目当年签约即开工， 投资 30 亿元的天铂储能设备制造
及绿色新能源项目一期完成规划选址， 实现 10 亿级、
30 亿级工业项目重大突破。 打好项目建设 “主战役”，
51 个省市重点项目实行 “三定一包”， 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 15.6 亿元、 增长 16.3%， 居全市前列。 非开挖装
备生产基地等 25 个续建项目加快推进， 至精钢构二期
等 12 个项目开工建设， 李兴机械等 8 个项目如期竣工
投产。 强化全要素保障， 谋划申报中央预算内、 政府
专项债等项目 26 个， 获得上级资金支持 6.2 亿元。

园区是高质量发展的平台支撑。 该区夯实园区发
展 “主阵地”， 编制大通工业园区总体规划和上窑工业
集聚区产业发展规划、 二期控制性规划， 进一步明晰

产业发展方向， 拓展园区发展空间 4 平方公里。 新建
标准化厂房 3.9 万平方米， 签约入驻企业 9 家。 深化
“亩均论英雄” 改革， 上窑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提升及新
建项目 8.2 亿元 “亩均英雄贷” 获批放款； 园区土地集
约节约用地评价方案编制完成， 清退 “僵尸企业” 7
家， 盘活低效用地 560 亩、 厂房 5.5 万平方米。 完善园
区基础配套， 新建园区支路 3 条、 污水管网 5.8 公里。

营商环境是一个地方发展的重要软实力。 该区扎
实开展 “优环境、 促发展” 系列活动， 14 项营商环境
重点指标不断提升， 解决企业问题 631 个， 满意度居
全市前列。 深化 “放管服” 改革， 推进政务服务 “一
网通办” 改革和 7×24 小时不打烊 “随时办 ” 服务 。
加大财税金融助企纾困力度， 新增减税降费 3.1 亿元，
财政兑付各类资金 6000 余万元 。 组织招聘活动 320
场次， 帮助企业招工 740 余人。 9 家企业上榜 “淮南
100 强”， 总量位居市辖区前列。

科技创新激发澎湃动力 。 预计 ， 该区全年新增
省级 “专精特新 ” 企业 4 家 、 高新技术企业 10 家 、
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 6 家。 新增发明专利 38 件， 万
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增长 25.2%， 居全市前列 。 大唐
电力成功创建省级新能源研究平台 ， 省级以上研发
平台增至 7 家 。 步瑞吉 、 富华服饰获评皖美品牌示
范企业 。 唐兴科技接连下线 “沂蒙一号 ” 盾构机 、
“秦山一号” 隧道掘进机和 “天马岛二号 ” 盾构机 ，
一举填补省内民营企业的空白 ， 为大通高端装备制
造领域再添 “大国重器”。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不断提高人民
生活品质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 社会和谐之本 。

2023 年 ， 大通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 ，
全年支出民生 资 金 6.5 亿 元 ， 占 财 政 支 出 85% 。
筹集资金 1 亿元实施农村饮用水工程 ， 以城乡供
水 一 体 化 让 全 区 所 有 农 村 居 民 都 能 喝 上 “放 心
水 ”。 实施公办幼儿园改造提升等 13 个教育重点
项目 ， 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工作通过省级评估 ， 获
评省级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机制实验区 。

社会保障持续完善 ， 提升民生温度 。 该区高
质量实施 10 项 “暖民心 ” 行动 ， 涉区 35 项任务
全部完成 。 新增城乡老年助餐点 11 个 、 区级特困
人员集中供养中心 1 所 、 村级养老服务站 7 个 ，
为老助餐 9.4 万人次 ， 完成家庭适老化改造 108
户 。 发放各类社会救助资金 3598.7 万元 。 新增全
民健身路径 3 套 ， 体育健身设施实现行政村 （社
区 ） 全覆盖 。 备案 11 家托育机构 ， 新增幼儿托位
249 个 ， 申报示范性托育机构 1 家 。 新增城市公
共停车位 280 个 、 汽车公共充电桩 100 个 。 打造
市级 “工会驿站 ” 50 家 ， 建成瀚城社区 “零工驿
站 ” 。 组 织 “送 戏 进 万 村 ” 等 文 化 惠 民 活 动 698
场 。

坚持共建共治共享 ， 社会治理焕发活力 。 该
区统筹推进 “三城联创 ”， 完成 4 个农贸市场改造
提升 ， 新增 “席地而坐 ” 城市客厅 1 处 。 在全市
率先实现城区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全覆盖 ， 经验做
法获市政府高度肯定并向全市推广 。 51 家单位获
评市级文明单位 ， 1 人荣登 “中国好人榜 ”。 新建
550 套保障性租 赁 住 房 、 448 套 棚 户 区 改 造 安 置
房 。 九龙岗南门口片区等 2 个老旧小区改造完成 ，
惠及 2364 户群众 ，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
福感和满意度 。

打好“组合拳” 人居环境“亮”新颜
本报通讯员 方 艳 本报记者 朱庆磊

新春时节 ， 记者走进大通区上窑
镇方楼村， 村民门前三两朵小花在春
风中摇曳，座座小楼点缀其间 ，水泥路
干净整洁、通达到户，五颜六色的墙体
绘画为小村增添了一抹乡村美。 “出门
是水泥路 , 走不了几步就是小游园、小
广场 ,每天和乡亲们一起在广场 、游园
唱唱歌、跳跳舞 ,真是惬意。 ”一位 70 多
岁的村民开心地与记者分享现在的幸
福生活。

方楼村是上窑镇开展人居环境提
“质”增“颜”的一个缩影。 为全面落实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百日攻坚 ”行动 ，
全力打造整洁有序 、 生态文明的村庄
环境 ,擦亮乡村振兴“底色”。 2023 年以
来，上窑镇抓党建引领人居环境整治 ，
发动乡贤、群众力量 ,坚持精细化、常态

化、长效化工作原则 ,突出问题导向 ,创
新工作举措 ,建立长效机制 ,在全镇掀
起人人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热潮。

强化党建引领，树立“新标杆”。 各
村将人居环境整治融入党员活动日之
中，党员带头打扫村内卫生、捡拾垃圾 ,
形成“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
的良好局面 ,村容村貌 、户容户貌显著
改善 ,实现人居环境新提升。 发动党员
干部 800 余人参与 “百日攻坚 ”，带头
清理房前屋后杂物约 50 吨 。 按照 “示
范引领 、以点带面 ”的工作思路 ，全面
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 通过选树典
型 ，带动群众主动参与 ，累计评选 “党
员示范户”800 余户。 方楼村、窑河村、
马庙村三村先行试点 ， 通过村党支部
为 60 岁以上老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
号召引领老人及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
自觉承诺维护房前屋后 、 庭院室内卫
生环境 ； 开展 “最美庭院 ”、“最美家
庭”、“平安家庭”、群众入党、预备党员

转正等活动 ， 与家庭人居环境卫生相
挂钩，增强村民荣誉感与参与感。

集聚乡贤之力，注入“新动能”。 乡
贤作为乡村中极具视野和资源的人
才，是推进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上窑
镇积极挖掘各村乡贤资源 , 探索 “乡
贤+” 模式 , 充分发挥乡贤在技术 、资
金、人脉等方面资源优势 ,促进“资金回
流、技术回援、信息回馈、公益回扶”,助
推乡村振兴。 方先生是方楼村一名在
外创业成功人士 ,他在该村人居环境整
治中 ,积极为村支 “两委 ”建言献策 、捐
款捐物 , 大力支持家乡的建设发展 。
2023 年 11 月 ， 他支持村里修建小花
园 ，又免费提供水泥 、石料等 ，助力方
楼村小花园建设。

推进网格管理 ,撬动“微治理”。 按
照网格化管理要求 ,上窑镇各村在坚持
因地制宜、点面结合、全面覆盖的原则
下 ,将村内环境划成若干个区域 ,定格 、
定员 、定责 、定岗 ,对道路两侧 、坑塘沟

边 、房前屋后等进行全覆盖清理 ,构建
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全域 、责
任到人、监管到位”的人居环境整治网
格化管理体系 ， 网格员发布各类信息
200 余篇，悬挂横幅展板 60 余条，发放
宣传单 5000 余份。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
形式，大力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不断提
高群众文化素养 ，营造 “村村行动 、人
人参与”的良好氛围，掀起农村人居环
境卫生整治新热潮。 “百日攻坚 ”行动
以来， 该镇利用网格化管理拆除无功
能建筑 3 处， 清理陈年垃圾 229 吨，清
理沟渠 6.85 公里。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让乡村真正美
起来。 上窑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 下一
步 ，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 ,总结好经验
好做法 ,持续推进 “百日攻坚 ”，推动全
镇各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走深走实 ,不
断提升各村“颜值”,为广大群众创造一
个干净整洁、舒适宜人 、文明有序的生
活环境，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铆足干劲冲刺
首季开门红
切割下料、组立焊接、矫直

抛丸……人员在岗，机器就位，
所有设备全线运作。 春节假期
刚过， 中能建建筑集团淮南至
精钢结构分公司生产车间已全
线复工，80 余名员工在紧张有
序地忙碌着， 加快制作钢结构
产品，呈现出加足马力、全力冲
刺首季“开门红”的火热场景。

本报通讯员 周长娥
本报记者 朱庆磊 摄

高举旗帜传薪火
青春建功新时代
本报通讯员 王 雪 本报记者 朱庆磊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共
青团大通区委始终坚持党管青年原则，
倡导青年优先发展理念， 完善青年政策
保障，深入推进基层组织改革，不断壮大
团的骨干队伍。 全区青年工作联席会议
各成员单位群策群力、担当作为，为青年
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引领青年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担当作为，以奋斗姿态激扬青
春，以实际行动书写青春篇章。

深化思想引领，团结青少年永远跟
党走。团区委组织开展“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等专题学习研讨，教育引领全
区青年干部从学习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努力走在学习宣传的“第一方阵”。 线下
举办“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学习二
十大知识竞赛活动，邀请“青年讲师团”
成员深入基层，“红领巾巡讲团” 成员在
校园内外作宣讲报告， 开展主题团日等
活动，确保学习取得实在成效。

关注身心健康，促进青少年健康成
长。 团区委结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宣传月、安全生产月
等时间节点 , 大力开展法治第一课活
动，普及热点法治知识。通过课堂教学、
案例分析、辅导讲座、发放法律和自护
教育宣传单等多种方式，开展“青春自
护·有你有我”“防溺水安全课堂”“青少
年健康教育讲座” 等主题宣传教育活
动，重点加强面向留守儿童、有不良行
为青少年等未成年群体的法律宣传教
育，切实增强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和自
我保护能力。 同时，积极构建青少年法
治教育体系。 团区委联合区委政法委、
区关工委、区检察院、区法院、大通公安
分局、区教体局、区司法局等多家单位
对全区 5 年任期已满的兼职法治副校
长进行重新选聘，开展法治副校长选任

及培训工作，切实做好新形势下青少年
权益保护和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营造
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强化服务保障， 促进青年就业创
业。 团区委做好青年创业者群体的联系
服务工作，坚持服务为先，提供切实有
效的智力支持，培育、联系和举荐创业
型、创新型青年人才。 搭建“青创会客
厅”等综合服务交流平台，有效助力全
区青年解决就业创业困难，激发青年创
业创新活力。 积极推进大学生返乡创业
行动，鼓励引导返乡青年、大学生深入
农村，创新创业，在乡村振兴中充分发
挥青年作用，成功申报王楼葡萄园为安
徽省第六批大学生返乡创业示范基地。

开展志愿服务，引领青年建功新时
代。 团区委加强青年志愿服务队伍建
设，积极拓展志愿服务领域，充分发挥
青年志愿者在文明城市创建、疫情防控
等中心工作中的作用，打造亮丽的“青
春名片”。 发挥青年志愿者协会作用，组
织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月活动，弘扬志
愿精神，献礼建团百年。 2023 年集中开
展“青春志愿行 共创文明城”活动，深
入社区、街道、学校等地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 30 多场次， 充分发挥青年生力军
和突击队作用，为文明城市创建贡献青
春力量。

突出文化育人，以文化滋养青年发
展。 团区委不断完善基层文化供给阵
地，持续优化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
配置，覆盖区镇村三级的城乡公共文化
服务设施体系基本形成。 2023 年度区
级各图书馆、文化馆、镇（街道）综合文
化站累计开展各类公共文化活动百余
场 ，服务 3.6 余万人次 ，为青少年发展
提供好而优的文化环境。

稳供应保市场
让群众“菜篮子”拎得稳

本报讯 “菜篮子” 事关千家万
户，是最基本的民生。 春节期间，大通
区商促局多措并举， 积极开展扫雪除
冰行动和安全隐患排查， 加大市场监
测力度，最大限度稳供保市，切实保障
群众的“菜篮子”拎得稳。

区商促局加强安全检查力度 ，对
各商超和菜市场开展节日安全生产大
检查， 督促企业和商户落实用电用火
安全责任， 对各商超菜市场的斜坡面
及易积雪的菜市场大棚进行重点排
查，确保商贸活动安全有序开展。 加强

市场监测， 加大对生活必需品的动态
监测力度， 及时对各商超和菜市场开
展走访检查，督促商户加强商品储备、
保障民生类物资供应充足， 守护好市
民“菜篮子”里的民生。 节日期间，以大
通区南城菜市场、洛涧菜市场、九龙岗
菜市场、 永鲜生活超市等为代表的全
区各商超和农贸市场，商品种类丰富、
琳琅满目，肉、蛋、蔬、果等农副产品应
有尽有、供应充足。

（本报通讯员 刘 星
本报记者 朱庆磊）

“三点聚力”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本报讯 近年来，大通区九龙岗镇

坚持把党建工作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
在组织体系、队伍建设、服务质量上下
功夫， 不断推动党的力量向基层延伸，
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新动能。

聚力建立组织体系，夯实基层治理
根基。该镇发挥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
主导作用，组织各基层党组织书记召开
专题会议，围绕省、市、区委基层治理重
点， 分级分类明确任务目标及完成时
限，以项目化推进全镇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工作高质量开展，通过建立以党组织
为领导，村组自治组织、群团组织为基
础的“1＋13＋55”红色网格体系，打造镇
党委、村（社区）党（总）支部、党小组、党
员示范户、党员志愿者“五位一体”的组
织治理链。 扎实推进机关党建“五抓五
促”和村级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百日
攻坚”行动，在专项业务融合、上下改革
协同、综合能力提升等方面着力提升基
层党组织建设水平，实现全镇 8 个村级
活动阵地标识挂牌精简、 档案资料规
范、环境卫生整洁，促进党组织在引领
社会治理、主动服务群众的实践中发挥
战斗堡垒作用， 进一步打通基层治理
“神经末梢”。

聚力加强队伍建设，激发基层治理
活力。 该镇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模式，
成立由农村乡贤、 道德模范、“五老”队
伍等 126 人组成的村民议事会、红白理
事会、道德评议会等“六会”组织，全面
提升群众自治水平。实施村干部能力提

升工程和乡村振兴人才的“113 人才工
程 ”，实现 8 名村党 （总 ）支部书记 、30
名“113”人才在基层组织管理和农技艺
专项培训全覆盖。 制定《九龙岗镇网格
化管理实施方案》，建立以责任、任务、
目标、问题、整改为主线的“流程式”清
单，明确网格责任，配备网格指导员 55
个，每人联系服务 50 户至 100 户，充分
发挥网格的联络作用， 有问题早发现、
早处理、早上报，做到“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

聚力提升服务质量，增强基层治理
效能。该镇党委以“干部作风能力提升”
活动为抓手， 组织 53 名党员干部深入
乡村振兴基层一线进行历练，8 名年轻
干部深入信访维稳一线，长本事、增才
干，发动镇村干部带头包村居、联农户
开展“四问四解四促进”活动，通过公开
党员干部联系方式、围炉夜话、精准对
接等形式构建“四个一”民意搜集办理
闭环体系，保证群众过冬取暖、返乡过
年等民生问题得到及时反馈， 有效解
决。 2023 年以来，辖区内党员干部以网
格为单位组建志愿服务队 13 支， 落实
常态化开展理论宣传、矛盾纠纷、环境
整治等志愿服务 180 余次， 走访群众
900 余户，征求意见建议 230 余条，解决
民生难题 190 余件， 不断增进民生福
祉，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幸福感、看到安
全感、拥有获得感。

（本报通讯员 沈 琛
本报记者 朱庆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