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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到心间 护航在田间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韩新安

“老乡，今年种子和肥料准备得怎么
样？ 有没有碰到卖假农资的？”“大爷，您
家的土地今年全部托管出去了吧， 省农
垦的服务可还满意？”近日，凤台县纪委
监委督促各乡镇纪委深入各村（社区）及
镇属涉农部门，深入种植一线，实地调查
走访，解决群众遇到的难心事，确保涉农
补助资金真正惠及百姓， 为春耕生产提
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雨足郊原正得晴，地绵万里尽春耕。
为监督保障春耕生产工作顺利进行，各
乡镇纪委充分发挥村级纪检力量， 组织
各村纪检委员、廉情信息员，与群众面对
面交流， 认真收集农户反映保障供应春
耕备耕等物资方面的突出问题， 加强跟
踪督办、逐项整改。杨村镇纪委创新工作

方式， 会同省农垦集团工作人员一同走
进田间地头，充分倾听群众心声，切实帮
助农户解决实际问题。截至目前，各乡镇
纪委监委共开展专项检查 68 次， 收集群
众反馈的问题 119 个，解决完善整改问题
119 个，开展政策宣讲 30 余次，参与群众
13900 余人次。

“备春耕事关粮食安全， 更是落实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春耕期间，我们
将扛稳扛实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政治责任，
持续发挥监督职能作用，紧盯农业生产中
的关键环节，督促相关部门做好农资产品
的常态检查，严查在春耕生产中的履职不
力、敷衍塞责等问题，为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提供坚强纪法保障。” 凤台县纪委监委
主要负责人告诉记者。

时令美味激活“春日经济”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唐家林

“蔡老板， 我昨天预定的 20 笼荠菜
包子给我准备好了吗？”近日，凤台县关
店乡大程村外卖小哥程开亮一早就来到
丁集矿南门街道的包子店催要订单。“放
心吧，都准备好了，还热乎着呢。”包子店
店主忙着把香喷喷的荠菜包递给他。

春暖花开，莺飞草长。各种时令美味
让人们尝到春天的感觉和幸福， 助力饮
食行业的“春日经济”。店主一边料理生
意，招待顾客，一边介绍这段时间经营情
况。他说，围绕春天季节，店里推出了荠
菜包、荠菜蛋卷饼、荠菜圆子多个产品，
一家人忙得团团转，仍然供不应求。

在蔡庄村村民宋德明的蔬菜大棚
里， 老宋正在带领全家采摘新鲜的菜花
苔。春节前后，他家 4 亩大棚全部种植了
常规油菜品种， 菜苗和菜苔卖了 2 万多
元。“这个品种的菜叶、菜苔炒吃、蒸吃都
可以， 营养丰富， 可以说是春季的特色
菜。这几年，我专门种植这个品种，人们
爱吃，价格也高，效益当然也不错。”老宋
说。记者看到，现场来了几个村民，专门
向他学习取经。

“对不起，老王，俺今天只能给你提
供 60 斤荠菜，大家都匀着点，不然买不
到也会有意见的。” 村民宋斌家的荠菜
种植大棚外，来自本市的客户都要买他
的荠菜 。为迎合人们的口味 ，他去年入
冬前把 2 亩大棚全部种植了荠菜，每亩
地卖了 4000 多元。现在，虽然野生荠菜

都即将老苗，但是他家的大棚荠菜仍然
长势很旺，味道鲜嫩，备受欢迎。

春菜鲜、春景美。“春色满园”带动人
气旺起来，市场热起来，消费火起来。在
丁集矿南门街道、关店街道的饭店、丁集
矿食堂纷纷推出香椿炒鸡蛋、凉拌香椿、
香椿春卷、香椿叠馍等系列菜肴，让人们
饱尝春天的味道。 关店街道一饭店老板
关中保说，春天来了，也给生意带来了好
机遇， 他告诉记者：“我们与本市蔬菜批
发市场建立了香椿菜货源供应， 保证来
自南方的香椿菜及时到店。 每天点这几
个菜的顾客很多， 我们还把烹饪方法告
诉顾客，让顾客把美味带回家。”

陈庙村小学退休教师赵福明和其他
教师带领学生们把课堂搬到田野里。“这
些野生菜的名字叫地豆、野蒜、荠菜、野
蒿、霜牙菜、香椿芽、小苦菜、面条菜、野
雪里蕻等，经过加工都能食用。”老师们
还给孩子们介绍了春季 20 多种野生菜
和具体食用技术， 为课堂增添了许多乐
趣，让孩子们对大自然充满热情与敬畏。

“一业兴带百业旺。一口美食，让诗
与远方美美与共。 时令如约而至带动了
春日经济， 食客们不仅尝到春天的美味，
饮食产业也蒸蒸日上。在促进产业融合、推
动乡村振兴、 实现富民增收等方面都起到
积极作用，同时也美了乡村、兴了产业、富
了百姓， 增强了乡村经济效益和韧性。”该
乡分管乡村振兴负责人感慨地说。

“雨露计划”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通讯员 刘长明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感谢雨露计划好政策，让我能更安
心地上学……” 这是安徽亳州新能源学
校在读生蒋齐傲发自内心地感慨。 蒋齐
傲是凤台县尚塘镇安绠村脱贫户， 也是
凤台县尚塘镇 2024 年“雨露计划”受益
学子之一，“雨露计划” 如同阳光雨露般
洒向了这个脱贫户家庭。

近年来， 尚塘镇把落实好 “雨露计
划” 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一项重要
抓手，将其在培植乡村振兴人力资本、强
化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助力乡村全面振
兴等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该镇还
通过切实减轻脱贫家庭、 监测户子女就
学经济压力， 让更多的家庭困难学子能
够顺利就学，多举措推进“雨露计划”赋
能效果最大化。

“为使‘雨露计划’滋润到每一位符
合条件的学生家庭， 镇纪委跟踪监督执
纪力度，严防优亲厚友，通过镇、村和网格

员积极联动，责任落实，实现公开透明、不
落一人、应补尽补，确保资金使用公开透
明，取得实效”尚塘镇纪委负责人说。

尚塘镇乡村振兴工作站严格按照审
查程序，保证信息无错报、人员无漏报。
实施全过程中， 该镇对实施对象的信息
进行公示公开，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提
高资金使用的透明度。2023 年至今，尚塘
镇申报的“雨露计划”公益救助工作，共
补助符合条件的受益对象共 135 人，补
助资金共 17.865 万元，无一人差错。

尚塘镇在“雨露计划”实施中持续精
准发力， 保障了教育补助工作长效健康
开展，同时对即将毕业的脱贫户学生家庭
提供就业接续帮扶。 “我们根据 ‘雨露计
划’受助者的专业、特长及就业意愿，通过
帮助、引导就业等方式，帮助他们既圆学
业梦，又续就业梦，让他们实现毕业即就
业愿望……”尚塘镇负责人说。

让企业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本报讯 今年以来， 凤台县顾桥镇
紧紧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做文章，多举
措精准发力， 不断推进镇域经济社会发
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能。

上门服务解难题，转变作风提效能。
该镇认真帮助企业解决难题，真正打通
“最后一公里”，让本地企业和外来企业
入驻后更安心，让企业引得来、留得住、
发展好。加强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

该镇利用微信群 、新媒体等方式 ，积极
宣传优化营商环境政策和工作动态，在
全社会营造 “处处都是营商环境 、人人
维护营商环境 ”的良好氛围 。简化办事
程序 ，提高办事效率 。该镇设置服务志
愿者为残疾 、老龄等弱势群体提供 “一
对一”保姆式服务，同时提供预约、网上
预约等方式，由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提供上门服务，切实解决群众“办事难、
办事慢、办事繁”的问题。对招商引资和
重大项目建设，实行“一事一议”，提高工
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确保招商引资项目
顺利推进。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王玉进）

村务晒在阳光下 群众心里亮堂堂
———凤台县村务公开标准化建设试点工作纪略

本报通讯员 徐艳友 本报记者 刘银昌

“你看，村务公开栏就立在家门口，闲下来俺们就
能去看看，对村里的大事小情心里门清……”近日，凤
台县古店乡北王集村南管村民组村民管以永指着设
在家门口的村务公开栏对记者说。

记者在公开栏里看到，“2024 年 2 月村财务收支
及预算明细”“第一季度低保办理审核情况”“专项资
金补助”“春季田管怎么管”等分门别类，一目了然。

北王集村是凤台县较为偏远的一个村落，离古店
集镇有 4 公里之遥。 据村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村曾是
县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村，2017 年在全县率先脱贫后，
通过这几年的稳步发展，村集体经济翻了几番，已突
破 60 万元大关，特别是自 2023 年 9 月份推行村务公
开试点工作以来，该村把村务公开栏从村部延伸到每
个村民组，逐项逐条逐月晒出来，接受群众的监督检
阅， 群众对村里工作的支持度和理解度也更进了一
层，村里的各项事务推进起来也更加流畅了。

“今年 2 月 21 日，村里要准备买一批集体土地上
的树，邀请村民代表还有党员代表、村民小组长一同
参加竞标和售卖全过程。 事后，在代表举手表决下，将
这笔收益的数目及今后用途，全部说清楚、写明白，通

过各个村务公开栏张贴公示出去，让每位村民心里都
有一本清账。 ”北王集村 71 岁老党员、村民代表童树
红告诉记者。

采访中，古店乡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全乡各
村村务公开试点工作启动以来，乡里的各类信访件明
显减少，来乡里反映情况和诉求的群众没有了。 同时，
为将村务公开向深处推进，乡里建立了周督查、月巡
查机制，对落实不到位、公开规范的要求立行立改，确
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2023 年，凤台县被列入全省第二批村务公开标准
化建设试点单位名单，该县将此项工作作为加强基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头部工程”，按照
“六规范一满意”即内容规范、时间规范、形式规范、阵
地规范、程序规范、管理规范和群众满意的标准，在全
县 250 个村和社区高位推进。

“我们采取以点带面，先抓样本，形成示范，样本
村先行先试，其他村对标跟进，按照时间表紧锣密鼓
地全域推开。 ”凤台县民政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凤台县凤凰镇新集村，地处城郊，是一个拆迁安
置村，也是此次村务公开试点工作的样本村。 在村部
前，记者看到，党务、村务、财务、政策、自治等公开栏
和村民意见箱设在最显眼的位置，“党员亮身份、承诺
亮事项、践诺亮结果”几行大字很是抢眼。

“现在村里的大事小情，上面的新政新规，我们从

公开栏里就能很快看到，每月都不一样，让我们心里
明白得很。 ”新集村老党员张祝友说。

“对村务公开，我们有专人专岗做这件事情，确保
做实做细做全，特别是对村民最关心的事务做到第一
时间公开，真正将这项工作在基层治理中产生积极的
效果。 ”新集村党支部负责人告诉记者。

凤台县城关镇中山社区也是此次村务公开试点
的先行先试村。 在与社区老党员张巩、程国友的聊天
中，记者了解到，中山社区是老社区，居住的多半是老
城关的原住民，搬迁安置的多，上岸的渔民多，以前有
些村务公开得不全不及时，造成大家相互猜疑、有怨
气。 现在不一样了，很多事情我们都能第一时间看到、
知道，大家心里都明明白白。

“公示得越细， 就越能打消居民的疑虑。 除此之
外，我们还定期公示社区近阶段开展的重点的工作和
准备推进的事项， 并征集居民的所期所盼与诉求，围
绕居民关注度高和急难愁盼的事情有的放矢地做好
基层社区治理。 ”凤台县城关镇中山社区负责人说。

“我们已经实现了全县村务公开标准化建设试点
村居全覆盖，并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细化公
开条目，提升公开实效，实现了村务公开标准化、常态
化，保障了村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有效推动了
基层社会治理的良性发展。 ”凤台县民政局负责人告
诉记者。

夯实基层组织基础 增强乡村振兴动力

本报讯 凤台县新集镇将农村基
层党建工作与乡村振兴工作紧密结合，
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基层党员

教育培养，增强乡村振兴凝聚力。
该镇通过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一

月一课一片一实践” 等组织生活制度，
充分依托远程电教、微信公众号、“学习
强国”等平台，引导党员从集中学、被动
学到自主学、积极学转变，不断加强党
员教育日常管理，通过“无职党员设岗

定责”、每月主题党日活动等，不断激发
党组织活力， 提升广大党员的干事热
情，从而更大程度助推乡村振兴发展。

注重加强村级干部队伍日常管理
及培训， 结合村组织委员工作例会，每
月开展党建业务知识培训，提升村级干
部党务工作能力及综合素质。高度重视

非公党建工作，压紧压实党建指导员责
任，通过强化督促指导、强化管理服务、
强化跟踪问效，切实发挥非公党组织助
力乡村振兴作用，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助
力乡村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

（本报通讯员 陈 明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把 脉 开 方 田 头 忙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栾绪标

“目前小麦已全部进入拔节期，当
前田管的重点是选择对路农药防治小
麦的纹枯病，并做好下一步预防小麦赤
霉病的准备工作”。近日，在凤台县钱庙
乡长郢村种粮大户孙学古的小麦田里，
市科技特派员黄庆超正在现场为小麦
“把脉问诊”，讲解小麦田管技术，为小
麦生长把脉开方。

当前正是春季小麦管理的关键时
期， 钱庙乡时刻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

组织科技特派员和农技人员下沉一线，
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多形式、多途径、面
对面、点对点进行技术指导，切实为农
民诊苗情、送技术、解疑惑、开处方，帮
助群众解决当前田间管理上的实际问
题。针对小麦苗情、墒情和病虫草情等，
做好“促弱控旺，促根增蘖、培育壮苗、
防病治虫”工作，发放《高产优质小麦春
季管理技术明白纸》， 全力以赴抓好春
季麦田管理，促进苗情转化。

“眼下正是小麦拔节孕穗的关键
期，这个时期做好水肥管理对实现高产
稳产至关重要。 ”在张池村李传华的麦
田里，县科技特派员孙友武认真查看土
壤墒情、 小麦苗情及病虫草害情况，结
合天气趋势“量身定制”田间管护措施，
现场给几位在场农户进行施药、 追肥、
控旺技术指导，开设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田间课堂”，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

据了解，钱庙乡今年种植高产优质

小麦 5 万亩。近期，乡农业技术指导员、
科技特派员划片包村， 采取 “课堂教
学+基地实训”的模式 ，深入田间地头
查墒情、 看苗情，“面对面”“手把手”向
农户教授技能，指导种粮大户、合作社、
村民抢抓农时，及时有效地进行科学田
管，针对晚播的三类苗，及时施肥或喷
施叶面肥，促弱保壮，全力推动麦苗早
发稳长，为实现全年粮食增产、农民增
收目标提供有力的农业技术保障。

乡村课堂
里的“皮影戏”

近日， 凤台县钱庙
中心校语文教学公开课
上， 该校语文教师许欣
将中国传统民间艺术

“皮影戏”融入课堂教学
中，以“皮影戏”的形式
现场演绎五年级下册课
文《景阳冈》武松打虎的
经典桥段。 第一次接触
到皮影戏， 课堂上孩子
们都表现得异常兴奋。
这种“沉浸式”教学让传
统文化教育进一步落到
实处， 让学生们形成了
基本的审美价值和艺术
修养。

本报通讯员 孟凡静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