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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当先锋 共建美丽乡村

带动乡村产业蓬勃发展、、认领为民办事责任岗位、、融入基

层信访工作队伍…………各地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激励农村

党员担当作为、、勇立潮头——————

一个支部带富一个乡村

4 月的皖南山村， 草青木秀， 生机勃
勃。 芜湖市湾沚区陶辛镇沙墩村的成片藕
田，有的正在翻耕，有的已经翻耕完毕开始
灌水， 泥土和水都已经为孕育下一季莲实
备好了养料。

“我们村 2000 多亩耕地中，有 1800 多
亩种上了藕，‘荷’产业蓬勃发展，村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 2.8 万元。 ”沙墩村党支部书
记陶文俊自豪地对记者说， 该村坚持党建
引领、党员带头，以“荷”产业为主体，推动
农旅融合发展，产业优、生态美，先后荣获
全国最美宜居村庄、省级文明村等荣誉。

谈起村里的“荷”产业，陶文俊颇多感
慨。 2017 年，村里动员村民种藕，许多村民
不敢尝试，“种水稻虽然收益低，但保险。假
如改种藕，赔了怎么办？ ”

沙墩村党支部研究决定，让党员带头
试种，收效好，再在村民中推广。党员董家
苍是首批 “吃螃蟹的人 ”之一 ，他当年种
植、当年盈利，如今已是令人羡慕的农业
大户。 他算了笔种藕收益账：藕种 3 年换
种一次 ，每亩约需 300 元 ；目前市场上的
干莲子价格每斤 10 元左右， 按一般产量
计算，每亩纯收入能有 2000 多元。 因为藕
田成片成规模，“荷花观赏生态游 ”“莲子
加工体验游”等旅游项目火起来了 ，农民
通过开办农家乐、民宿等 ，又能从乡村旅
游业中分得一杯羹。

村民奚家胜通过土地流转承包了 70
多亩地种水稻， 因为气候、 市场等原因影
响，一度亏损，连自己的私家车业也抵押给
了银行。后来，他改种藕，还套养龙虾，一年
下来，就还清了欠债，赎回了私家车。

“我种了一辈子水稻，让我种藕，我不
干！ ”60 多岁的奚松林一口回绝了上门做
工作的村干部。 但眼看着党员户率先种起
来了，其他的群众户也跟着种上了，还都挣
了钱，奚松林坐不住了，主动找到村里，要
求帮助自己种藕。 奚松林和老伴种了 3 亩
多地的藕，年收入增加了几千元。

“我们从 ‘荷 ’产业发展实践中 ，切实
看到了党员的‘火车头’作用。 ”陶文俊告
诉记者 ，沙墩村大力实施 “双培双带 ”先
锋工程，使年轻的致富能手成为党员 、使
党员成为致富能手 ，共确定 “双培双带 ”
对象 30 名 ，党员示范户 15 户 ，带动农户
100 余户。

■ 本报记者 朱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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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课间 10分钟还给孩子

近日，有媒体报道的中小学校普遍存在的“课间圈养”现象 ,引
发广泛关注。不知何时，课间的玩耍游戏活动在校园内消失了，除了
体育课，操场上几乎看不到学生跑跳的身影，不少学校课间 10 分钟
鸦雀无声，变成了“课间圈养，文明休息”。

课间 10 分钟，不该静悄悄。 孩子天性活泼好动，自由快乐地玩
耍，能提升孩子的灵活性和创造性，有助于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研
究表明，玩耍对孩子的情绪健康起着关键作用。把孩子“圈养”起来，
剥夺他们课间自由活动的权利，不利于心理健康，也影响身体发育。
中小学生的肥胖率、近视率较高，青少年身体素质持续下降，与缺乏
室外活动、体育锻炼、游戏玩耍有关。

“课间静悄悄”的背后，是一些学校对于成绩和安全的双重考
量。有的学校为应试升学，不断压缩孩子的活动时间，把体育课变成
语数英等主课不说，还故意拖堂讲课。 有的学校担心孩子玩耍带来
安全问题，怕被家长责难，于是以强调纪律为名，“捆住”孩子的手
脚、压抑孩子的天性，美其名曰“文明休息”，这无异于因噎废食。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挤压短暂的课间休息时间，看似增加了
孩子的学习时间，可能短期内对学习成绩有一定提升 ，但从长远
看，拔苗助长般强制高压式的学习，容易让孩子失去学习兴趣，反
而得不偿失。 劳逸结合，让孩子课间下楼“喘口气”、在操场上“撒
个欢”，放松心情、消除焦虑、缓解压力，课上学习才能更有精力 、
更有效率。 从安全角度考虑，即便规定学生不能在课间去操场活
动，倘若监护不到位、管理不完善，学生在教室、走廊、厕所同样可
能发生安全问题。 怕孩子受伤、怕承担责任，就盲目一刀切“圈养”
孩子，而不是有针对性地提升校园安全管理水平 ，极可能会埋下
安全隐患，引发更多问题。

把课间 10 分钟还给孩子，不仅是学校和老师的事，也是全社会
的事。一方面，要真正落实素质教育，让减负的意识和规范落实到每
所学校、每位教师，为孩子提供开放多元的成长空间。 另一方面，各
方应合力做好孩子课间活动保护工作，比如加强对中小学生的安全
教育、做好督促引导，让孩子知道危险在哪里、如何去防范，同时应
合力完善校园安全风险管控机制。 比如，北京、上海、湖北等多地出
台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从法律层面对事故各方责任进
行严格界定，为校方做好安全管理、处置相关问题提供了依据，消除
了后顾之忧。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下课铃声响起，
孩子们自由奔跑、挥洒汗水、快乐舒心，这才是课间 10 分钟的正确
打开方式。 期待有更多更具安全性、创新性、人性化的校园管理方
案，引导孩子学得认真投入，玩得安全开心。 执笔：韩小乔

践行垃圾分类享绿色生活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戴义敏

“我今天兑换了一桶食用油，你兑换了什么啊？”“我兑换了两块
洗衣皂。 ”4 月 14 日，在来安县新安镇金瑞小区的智能兑换机旁，居
民车素惠和邻居一边用垃圾兑换生活物品，一边交谈。

2019 年底， 来安县在滁州市率先开展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
工作，今年 3 月又出台垃圾分类管理办法。 按照“政府主导，部门联
动，示范引领，全面参与”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该县党政机关、中小
学校、文明社区、示范小区先行，坚持推进垃圾分类进机关、进校园、
进社区、进小区、进医院、进企业、进公园、进工地，不断扩大城区生
活垃圾分类覆盖面。

“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环保助力你我共
建”“垃圾也有家 不要走错门”……如今，来安县的大街小巷随处可
见这样的宣传标语。 该县还采取了形式多样的立体宣传活动，生活
垃圾分类打卡代言、环保酵素现场制作、生活垃圾分类手绘、生活垃
圾分类游戏闯关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深受广大居民喜爱，进一步提
高了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

去年，来安县通过公开招标，引进苏州市一家环卫信息化企业
负责该县高创中心、县二小、110 大楼、香樟苑小区、金瑞花园小区 5
个单位的生活垃圾分类试点项目，探索“精准分类，定点投放，智能
回收，预约收运，信息化管理”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模式。

晚上 6 点，来安县新安镇建阳社区香樟苑小区，垃圾分类督导
员黄正勤拿着记录本挨家挨户查看垃圾分类情况：“这个易拉罐是
可回收物，不能放在厨余垃圾一起。”“你家的垃圾分类很正确”……
黄正勤奔走的楼道里，除了垃圾分类宣传画、倡议书，还张贴着垃圾
分类阶梯榜和“星级家庭”考评兑换方法。

“我们为每户家庭发放了智能积分卡，凭借这个卡每户每个月
可以免费领取一卷厨余垃圾专用垃圾袋，每个垃圾袋上都有专属二
维码，我们通过扫码检查和上门督查，可以准确了解住户垃圾分类
情况，进行星级评定，发放奖励。”黄正勤告诉记者，住户还可以将家
中分类的塑料、纸箱等回收物投放进小区智能回收设备，获取积分
兑换大米、食用油、洗衣粉等生活用品，居民参与积极性可高了。

除了垃圾分类督导员，来安县还聘用小区物业工作人员、热心
居民担任垃圾分类志愿者，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指导居民将生活垃
圾正确分类与投放，号召居民使用环保产品；将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工作纳入年度目标绩效考核范围和文明、 卫生等单位考核范围，建
立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的激励引导机制，对成绩突出的单位和
个人予以表彰奖励；“党员包干制”， 要求每个党员包 30 余户居民，
每周到包干居民家中走访两次以上，直至居民能够独立完成垃圾正
确分类为止。

“在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的区域范围内， 垃圾分类群众知晓率
100%， 小区参与率 87%以上， 党政机关和公共机构参与率 70%以
上， 全县每天处理厨余垃圾 1.8 吨左右， 回收可回收物总量 73768
斤。”来安县城市管理局局长陈学祥说，不少群众对垃圾分类由过去
的不清楚、不理解，转变为现在的主动提倡、积极参与。

据介绍，来安县已完成第二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项目的公开招
标， 服务范围新增了 43 个公共机构、10 个社区、14 所学校、2 家医
院、5 个小区；该县将在 2023 年实现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记者手记·

凝聚乡村振兴“红色力量”
做好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 打造乡村全面振兴
的安徽样板， 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的领导，凝聚“红色力量”，让广大
农村党员充当农村改革发展的急

先锋。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

要大力实施农村党员干部本领提

升行动，积极开展“双培双带”，使
党员成为致富能手、 发展高手，带

领群众发展适宜本地的特色产业。
要通过努力做大做强产业，壮大村
集体经济， 增加农民群众收入，让
农民群众生活富裕起来。

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涉
及经济、文化、生态等方方面面。 要
采取激励举措，如通过开展无职党
员设岗定责、 党员志愿服务活动
等， 充分调动农村党员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参与到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要让党员亮明身份、 树牢宗旨，在
全心全意服务群众中彰显先进性，
在增强群众获得感中提升自身荣

誉感、责任感。
采访中 ， 许多农村党员都表

现出了担当作为的精神和意志 。
农村基层党组织要积极作为 ，建
立运行机制 、 搭建合适平台 、营
造良好环境 ， 让农村党员想作
为 、能作为 、有作为 ，成为凝聚乡
村振兴力量的旗帜 。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家住湾沚区六郎镇咸保村的张
道虎老两口 ，看着家门口新修的道
路， 感觉生活踏实了不少。 由于儿
子常年在外打工 ， 老两口不想搬
迁， 成了全村最偏远的独居户 。 平
时进进出出都是田埂路 ，连自行车
都骑不了。

“下雨天，小路稀巴烂，一脚踩下
去，陷到脚脖子。 ”张道虎为此没少烦
恼。 但他不愿搬迁，没钱修路，村里也
没办法说服其他村民，拿钱专门为他
修条路，况且修路还要占用别人家的
地，能怎么办呢？ 村干部对此也束手
无策。

张道虎的烦恼，党员丁英桃看在
眼里、 放在心上。 丁英桃 2007 年入
党，属农村妇女中头脑活、胆子大、肯
吃苦的一类人，与丈夫多年前就开始

流转承包村民土地，开展粮油作物种
植，积累了殷实的家底。她主动拿出 1
万多元钱， 让出自家的一亩多地，修
了一条路直通张道虎家门口，一举解
决了张道虎家的出行难题。

为了帮助村里上了年纪的村民
就业增收， 丁英桃给他们购买意外
伤害保险，雇佣他们清沟除草、田间
管理， 付给较高的工资。 76 岁的王
本元因为年纪大了，无法外出务工 ，
多年来一直在丁英桃的田里帮忙 ，
每年收入 1 万多元钱 。 王本元高兴
地说：“一年干 50 多天活 ，能挣够基
本生活费。 ”

“村党委发动党员为村民办实事、
解难题， 我就尽力做好力所能及的
事。 ”丁英桃朴素的话语反映了村里
许多党员的心声。

村民张为明生病需要到大医院就
医， 夫妻俩在南京边打工边治疗，孩
子留守在家上学。 老党员沈世坤义务
照顾孩子四五年， 留孩子在家吃饭，
督促孩子学习。

建立服务群众制度 ， 党员结对
帮扶群众 。 咸保村党委书记许宗保
介绍说 ， 村里为了更好地为民干实
事 、解难题 ，通过为无职党员设岗定
责，开展“群众有事情 ，党员来认领 ”
先锋活动 ，全村 179 名党员中有 145
名党员认领了岗位 ， 参加率高达
82%。同时，村里确定了 74 个党员示
范户 ， 结成 85 个党员群众帮扶对
子 ， 激发广大党员的责任感和工作
热情，促进了党员想事 、议事 、管事 、
办事的积极性 ， 加强了党组织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

一支队伍造福一方群众

“我是林桥村村民，每年都会回
村里几趟，但是紫薇大道与复兴茶厂
入口到复兴西干渠交界处，部分路面
道路坑坑洼洼， 存在安全隐患问题，
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关注、解决。 ”来安
县舜山镇林桥村党员信访网格员杨
满田，迅速将该信访问题转到舜山镇
信访办。

舜山镇信访办工作人员李子豪
立即与林桥村负责人刘宏燕、“网格
员”杨满田，到实地反复勘察测量。原
来，全长 3.5 千米的道路，处于苗木销
售载重车辆行驶的必经之处，由于载
重汽车频繁驶过，导致部分路面存在
程度不一的损坏。

得益于舜山镇信访问题一站式
化解工作机制， 这段路最终成功列

入道路畅通工程， 将对坑洼路面进
行填平、硬化。全程参与该信访案件
处理的杨满田放下了心 ， 他第一时
间将结果当面告知信访人 。 像杨满
田一样的舜山镇党员代表们 ， 化身
信访处理 “轻骑兵 ”，全过程参与信
访受理、问题交办、跟踪反馈等各个
环节，有效疏通了信访问题的“神经
末梢”。

“基于镇村组三级架构上的网格
化管理，通过发挥党员信访‘网格员’
人头熟、地域熟、情况熟、政策熟的优
势，大力开展矛盾纠纷排查、信访积
案化解，从村民群众最关注的问题入
手， 让信访工作多为百姓办实事、解
难事。 ”舜山镇党委政法委员周玉龙
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舜山镇 201 个

村民网格组长中，党员代表占比达到
了 80%以上 。 把党员代表融入信访
“网格员”队伍，大大提高了案件执行
效率，去年全镇在处理各类信访案件
方面 ， 交出了办结率和满意率 “双
100%”的答卷。

在舜山镇 ， 党员佩戴党徽上岗
处理信访问题成了常见的工作场
景 ，一张工作 “亮晒 ”清单成为了以
党建促信访工作评比的重要依据 。
周玉龙高兴地说 ，镇里通过运用 “党
建+信访+N”系统思维 ，创新 “党建+
信访+工作清单 ”“党建+信访+窗口
创建”“党建+信访+乡村治理” 等多
项信访工作机制 ， 有效化解了各方
面社会矛盾 ， 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
了安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