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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平台稳就业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魏冉

“嗒嗒嗒、嗒嗒嗒……”工人们熟
练地操作着缝纫机，一会功夫，一条
合格的箱包带就缝制好了。 不远处，
数名工人正利用工具对箱包的边角
进行修整。这是记者近日在蒙城县小
涧镇展鸿箱包有限公司看到的生产
场景。

“我是本地人，此前在浙江义乌
从事箱包生产，有自己的工厂。”公司
负责人蔡训浩说，去年老家来人邀请
他返乡创业，通过市场考察，他当年
10 月就回家了。

很快，在小涧镇黄柏农民工返乡
创业园， 蔡训浩开办起箱包公司，现
有各类加工机器 126 台、 员工 80 余
人，预计 2021 年产值可达 700 万元。

新冠肺炎疫情稳定后，小涧镇利
用黄柏村闲置建设用地创建返乡创
业示范园， 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就
业，增加村民收入。目前，已入驻蒙城
县展鸿箱包有限公司、昌恒工艺品有
限公司两家企业， 在建项目 1 个，主
要从事服装、工艺品加工等订单生产

项目。 企业全部进驻后，可帮助周边
400 余名村民就近就业，人均年务工
可增收 3 万余元。

32 岁的丁琳是小涧镇黄柏村村
民，因孩子上学，她放弃外出务工。在
返乡创业园企业招聘时，她选择在展
鸿箱包公司工作。

“在这里上班时间自由，还不耽
误照顾孩子。 ”丁琳告诉记者。

玖盛服饰是小涧镇灵山村村民
于顺勇创办的订单加工企业， 随着
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自家场地已无
法满足生产需求。 小涧镇政府及时
协调， 将一所闲置小学租赁给他作
为生产场地。 据灵山村党委书记刘
振明介绍，通过校舍租赁，帮助玖盛
服饰壮大了生产规模， 也让村民实
现就近务工。

今年以来，小涧镇以示范园为中
心，采取“公司+卫星工厂+农户 ”的
订单生产模式，充分利用村庄闲置土
地、校舍、村室等资源，通过政府主导
搭建平台， 积极推进村级卫星工厂、
就业车间项目建设，不仅盘活了闲置
资产， 还有效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并为周边群众拓宽了就业渠道。

拴紧养犬“文明绳”

■ 本报通讯员 李伟

近期，合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将
犬只管理纳入工作重点，积极协调相
关职能部门开展宣传引导、 综合治
理，并督促养犬居民及时为犬只办证
办牌，落实城市犬只管理措施。

目前，高新公安分局已成立多个
宣传小分队，进入社区开展文明养犬
宣传活动，并认定高新区 4 家具有犬
只免疫资质的宠物医院为养犬登记
证和犬牌申领点，为群众免费办理犬
只免疫和登记办证。 同时，开通手机
App 等线上办理通道，制作养犬登记
证和标识申领发放流程，让数据多跑
腿、群众少跑路，实现全城通办和“一
网一门一次”的便民利民服务。 针对
老年人等特殊养犬群体，宣传小分队
还提供送证上门服务。

“我在小区内经常见到有人宣讲
文明养犬，发放相关材料。 宠物狗不
管大小，都很可爱，但遛狗不系绳，可
能会对他人或其他宠物造成一定的
伤害。 所以，劝导大家文明养犬是社

会文明进步的体现之一，也是养犬人
应该具有的社会公德。 ”家住高新区
华地紫园小区的居民刘女士说。

而对于辖区内群众反映较大的
流浪犬、 遛犬不拴绳等突出问题，高
新公安分局牵头组织社区中心、公安
派出所、犬只收容单位等成立文明养
犬巡查劝导队，不定时开展养犬行为
整治，在市民遛犬比较集中的早晚时
段，对广场、绿地、公园、小区及重点
路段进行巡逻检查。

“我们通过一段时期的治理，让
依法养犬、 文明养犬的理念更加深
入人心，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也由
此提升。 ”高新公安分局治安大队长
吕晓燕说， 该局在开展文明养犬宣
传的同时， 进一步引导群众和志愿
者广泛参与养犬治理， 鼓励市民对
发现的流浪犬、遛犬不拴绳、犬粪不
清理等现象，可以用手机进行“随手
拍”，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 近三
个月， 该局已为群众办理犬牌 170
余张， 对各类不文明养犬行为责令
限期整改 90 起。

结对帮扶送温暖

■ 本报通讯员 张恒

为进一步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做到“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中建二局合肥片区
项目联合党支部多次走进安徽省特
殊教育中专学校， 广泛听取学校意
见，了解残疾学生需求，与省特殊教
育中专学校商定实施 “爱心理发助
残、资助困难残疾学生、爱心超市物
资捐赠”等一系列帮扶活动。

5 月 15 日， 中建二局合肥片区
项目联合党支部聘请 2 名专业理发
师， 到该校免费提供 “爱心理发”服
务。 支部各位党员搀扶残疾学生，与
他们聊天，拉家常，关心他们的生活
需求。

6 月 10 日， 中建二局华东分公
司及合肥片区党支部全体党员 ，再

次来到安徽省特殊教育中专学校 ，
开展爱心超市物资捐赠、 资助困难
残疾学生活动， 捐赠物资不仅有价
值 2000 元的学习用品 ， 还有价值
4000 元的卫生纸、 洗发水、 牙膏牙
刷、毛巾等生活用品。通过爱心捐赠
方式， 让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感受
到党的温暖、社会大家庭的关爱，为
每一个“折翼的天使”撑起一片希望
的天空。

此外，中建二局合肥片区项目联
合党支部 6 名党员与 3 名困难残疾
学生组成长期“二对一”结对帮扶，并
为学生们每人送去 500 元帮扶金以
及慰问品，这 6 名党员表示将在以后
的帮扶过程中，发扬共产党员先锋模
范带头作用，关心关爱被帮扶学生的
生活、学习，为他们的健康成长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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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先明 “让梦想照进现实”
■ 本报记者 钱定果

“办一个脑科医院，这是我省神经外
科领域几代人的梦想。”近日，安徽省神经
外科知名专家傅先明教授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一提及多年的梦想，不禁感慨起来。

上世纪 80 年代初，在安徽省立医院
外科系统轮转的傅先明， 第一轮就进入
了神经外科实习。 在医院前辈们的鼓励
下，他暗下决心，进入了这个大部分人不
愿涉及的领域，一干就是 40 年。 40 年的
不断探索和追求， 把他锻造成我省首批
“115”产业创新团队带头人、安徽省学术
技术带头人。 他是中国功能性神经外科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我省立体定向技
术首席专家。

让傅先明印象深刻的是， 他的成长
和神经外科领域的发展是同步的。 安徽
省立医院神经外科起初只有 1 个病区 40
多张病床，面临硬件不足问题。 科室缺乏
CT 机、核磁共振等诊疗设备。 随着立体
定向技术等先进手术技术的广泛应用 ，

神经外科的诊疗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医
技人员可以借助技术手段， 在更复杂的
脑科一展身手。

“省立医院神经外科较早应用了立体
定向手术技术， 病人也是来自全国各地。
有的病人在医院附近宾馆住上半个月或
一个月才能等到床位。”傅先明坦言，省立
医院两任神经外科主任都有开设专科医
院的心愿，在有效收治病人的同时，提升
硬件条件和医技水平。 然而由于种种原
因，未能如愿。此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开设南区，担
任院长的傅先明将神经外科科室搬进了
新区，硬件条件改善了，内心积蓄已久的
梦想开始迸发出来。

梦想的实现注定是一个披荆斩棘、砥
砺前行的艰难过程。 一次上海出差的经
历，让傅先明记忆犹新。

“我曾在上海瑞金医院遇见了一位来
自安徽寿县的病人。 我很好奇地问，省立
医院也可以进行诊治，为何不在省内看病
呢？ 那位病患告诉我，他对省内的医疗情

况并不了解。”傅先明感叹道，我省病人外
流较多， 遇到疑难杂症大都去苏浙沪地
区，在外地常常遇到挂不上号、住不上院、
花费巨大等问题。

“省内神经外科的医技水平处于全国
前列，但很多病人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在
神经外科领域有个专业化平台， 做大做
强，让病人皆知、家喻户晓。”机缘巧合，傅
先明经过缜密思考和多次磨合后，成为了
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附属华安脑科
医院专家团队负责人。 一次坚定的 “转
身”，让他有了实现梦想的载体，一张可持
续发展的蓝图徐徐展开……

“脑科医院是个高科技的医院，设备、
人才要求都很高。我们首先要引进高精尖
设备。”据傅先明介绍，华安脑科医院已经
引进了 5G+移动卒中单元智慧医疗设备，
即在 120 急救车上安装 CT， 脑梗塞病人
在车上通过 CT 进行确诊。 车上还配备化
验检查，直接进行溶栓治疗，此举会大大
缩短发病到治疗的时间。

“我们要创建脑卒中治疗中心、难治

性癫痫会诊中心、 昏迷病人促醒中心，开
设 5G 诊室，让病人‘身临其境’接受全国
专家会诊……”傅先明一口气说出了脑专
科医院的初步规划。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
是，他建议把全省难治性癫痫病人集中到
专科医院来，病人免挂号费，脑电图免费
提供， 所有的专家劳务费由医院支出，不
增加病人的经济负担。

“癫痫病人家境都很一般。 有一位癫
痫病人到一家医院看病，当天就花光了仅
有的 4 万块钱，这让我感触很深。 ”他坦
言，办一个脑专科医院的最终目的，就是
真正解决安徽病人在脑科疾病方面的看
病难问题。傅先明还准备和省红十字会合
作设立一个专项基金，专门用于科研和贫
困病人资助。

在与记者的对话中，傅先明反复提到
了“情怀”两个字。 40 年的磨砺让他清醒
地认识到，神经外科的发展趋势越来越精
细化，在这个高精尖领域急需一大批年轻
血液、骨干力量。在他的蓝图中，与安徽医
科大学合作建立人才奖学金、制定 9 年培
养计划，与科研院所合作交流，正逐步成
为现实。

说到这儿，傅先明仿佛回到了那个精
力充沛、激情四射的青年时代，在他的身
后，一批神经外科的后起之秀正走上医学
舞台的中央，接续梦想、走向未来。

·凡人风采·

··一线探访··

日前，滁州市南谯区银西社区关工委开展“点亮留守儿童‘微心愿’”主
题活动。 社区志愿者和爱心人士根据留守儿童们的心愿，为他们送去了书
包、铅笔、羽毛球、乒乓球、溜冰鞋、跳绳、课外书籍等小礼物，用实际行动传
递爱心。 本报通讯员 董超 摄

点亮留守儿童“微心愿”

党建引领，，集体经济““筋骨””壮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前几年， 淮北市烈山区 80%以上的村
（居）集体收入 1万元左右。 到了 2020 年，
烈山区全部消除了集体经济薄弱村，20 万
元至 50 万元的村 15 个， 占 28%；50 万元
以上的 17个，占 35%。

“烈山区委坚持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作为‘一把手’工程，把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情况纳入基层党建工作责任清单、党
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的重
要内容，制定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一
村一策’ 计划表， 进一步明确了工作责
任。 ”烈山区委组织部负责人告诉记者。

烈山区集体经济发展情况是淮北村
级集体经济“蝶变”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
该市坚持把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纳入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总体规划，全力
推进、成效显著。

支部牵头，乡村绽放“幸福花”

连日来，淮北市相山区渠沟镇张楼村
600 余亩油用型向日葵竞相开放。 该村同
时迎来了另一件喜事———6 月 8 日，淮北
市益产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合作社
法人代表刘跃东是张楼村党总支书记 。
“合作社将充分发挥党组织凝聚服务群众
作用，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由党组
织带着一起干、一起闯。目前，已实现农民
入社 208 户，入股土地 480 亩，计划每年
底按股分红。 ”刘跃东告诉记者。

2020 年， 张楼村村集体统一流转土
地，发展芳香作物，尝试种植 200 余亩油
葵。 今年，该村进一步扩大了油葵种植规
模， 并发展葵花籽油深加工等第二产业，
开辟以休闲观光农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据
刘跃东介绍，油葵一年两季收成，每季收

入预计每亩 500 元左右，镇里每亩还给予
1000 元补助。

为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政治引领作
用， 探索解决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制约
瓶颈的有效路径， 淮北市选择濉溪县刘桥
镇王堰村、相山区渠沟镇张楼村、杜集区高
岳街道双楼村、 烈山区古饶镇南园村等 4
个镇、村开展党支部引领合作社试点工作。

今年初， 淮北市委主要负责人在市委
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党支部引领合作社”
的发展思路，要求各地积极探索实践。 《淮
北市党支部引领合作社试点工作实施方
案》 出台后，4个试点村又根据当地实际情
况，制定了详细的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今年
5月，该市集体经济办组织试点镇、村同志
参加为期一周的党支部引领合作社试点培
训，从实践层面进一步加深学习。

值得一提的是，淮北市在试点村深入
宣传村党组织引领合作社的重要意义、经
营管理模式， 提高农民群众参与积极性。
另一方面，该市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贯彻
“加入自愿，退出自由，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的原则，坚决不设 100%入社指标，坚
决不搞“一刀切”，村民自愿加入合作社抱
团发展，获得劳务费、土地流转费和年底
分红等收入。

强化培训，精心培养“领头雁”

“我是土生土长的纵楼人，村民们就
像是我的家人。我希望干点实事、好事，让
家人们过得更好。 ”作为淮北市委组织部
近期集中宣传的 6 名优秀村党组织书记
中的一员，杜集经开区纵楼村党支部书记
赵忠奇告诉记者。

2014 年，杜集区朔里镇葛塘村集体收
入只有 8 万多元。 担任村委会主任的赵忠
奇和村“两委”一班人，将老村部进行改造

后对外出租，年增收 9 万元。 同时积极争
取相关政策支持， 多方筹资 360 余万元，
对原纵楼大市场进行升级改造，提供摊位
500余个，集体经济年增收 30余万元。

2019 年 7 月， 赵忠奇到杜集经开区
纵楼村担任党支部书记， 他立足实际，把
当地资源优势、资产优势、区位优势变为
集体经济发展优势，规范管理“三资”，加
大集体资源整合。

2020 年， 纵楼村利用扶优扶强项目
资金， 成立淮北市展望商贸有限公司，主
要销售“相记”牌石磨香油。公司目前已正
式投产运营，年产石磨香油 30 吨，产值约
150 万元， 可实现集体经济年增收约 30
万元，带动 20 余名群众就业。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需要“领头雁”。淮
北市大力实施“头雁领航”工程，巩固深化
“一抓双促 奋斗最美”村书记大讲堂制度
成果， 提升了村党组织书记队伍能力水
平； 采取 “课堂授学+外出研学+交流互
动”形式，举办全市集体经济扶持村党组
织书记示范培训班， 为 62 名扶持村书记
“加油充电”，着力提升村党组织书记对村
级集体经济的理解、拓宽发展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的思路，鼓励大胆实践，为乡村振
兴注入强大动能。

该市“抓两头带中间”，对全市摸排工
作基础较好的村和较为薄弱的村，进行精
准指导，持续开展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摸排
和整顿工作，督促县级领导班子成员结合
“包乡走村入户”，认真分析研判，并“一村
一策”制定整顿措施，有针对性地整顿提
升。结合本地实际，提高村干部报酬待遇，
激励广大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

项目建设，打造发展“增长极”

麦收时节，记者走进濉溪县百善镇道

口村荷塘月色采摘园，远远就能闻到淡淡
的清香，朵朵荷叶已经探出水面，为夏日
的乡村增添一道清心养眼的风景。

该项目可增加村集体收入 30 万元，
加上已经建成的柳孜文化园二期，道口村
集体经济明年有望达到 300 万元。

道口村曾是软弱涣散党组织、 建档立
卡贫困村，集体经济底子薄。 该村不断推进
项目建设， 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壮大集体
经济的突破口， 成立了淮北柳丰运河旅游
开发公司，依托柳孜运河遗址，打造了柳江
口文化园。 同时深挖莲藕种植、草莓种植的
先天优势， 开发柳江口花海荷塘月色采摘
园项目，增强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活力。

近年来，淮北市突出产业支撑和项目
带动，大力实施村级集体经济“塔基”提升
三年行动、项目提质增效三年行动，全面
提升全市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结构。该市合
理谋划项目，建立各村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工作台账， 编制村级集体经济提升
“一村一策表”和村级集体经济项目库，实
行工作月报制度，及时调度发展村级集体
经济情况，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奠定
坚实基础。

今年，淮北市集体经济办对各县区按
配额 150%比例申报的 94 个扶持村项目
进行专项评审，根据项目优选 62 个 2021
年“百村示范”工程扶持村。 其中，中央和
省扶强扶优村 37 个，市县（区）扶强扶优
村 25 个。

“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过程中，淮北市
强化市委组织部、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
等有关部门协调联动，凝聚攻坚合力；强化
政府帮扶引导， 各县区均建立扶持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包保联系制度； 发挥成员单位
作用，10个成员单位联系点、8个专家服务
团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督导功能。 ”淮北市
集体经济办负责人告诉记者。

荩 6 月 22 日 ，蜀
山区井岗镇半岛新

村社区举办诗歌朗

诵大赛， 以实际
行动庆祝建

党 １００ 周年。

连日来，合肥市蜀山区积极营造庆祝建党 100 周年氛围，吸引辖区
党员群众广泛参与。

本报通讯员 孙薇 刘亚萍 仇悦 本报记者 胡娅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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