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陵交通运输政务“市域通办”
本报讯 （通讯员 吴彬 陈燕飞）近

日，一名枞阳县货车驾驶员利用铜陵市
交通运输局推行的“市域通办”业务，在
铜陵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窗口完成了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盖章。

为提升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办事便
利度，铜陵市交通运输局开展 “市县同
权”改革，创新实施普货“道路运输驾驶
员从业资格证诚信考核 ”和普货 “道路
运输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市域通办。

“市域通办”是在不改变审批主体的

前提下，打破受理环节的区域限制、部门
限制，采取“充分授信、全权代办”的工作
模式， 实现同一事项在铜陵市不同区域
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道路运输从业
人员可结合自身实际， 就近前往市政务
服务中心交通窗口和枞阳县政务服务中
心交通窗口，实现“就近办”“一次办”。

“市域通办”有效解决了企业和群众
跨区域办事“多地跑”“折返跑”等痛点难
点问题 ， 实现企业和群众跨区域办事
“减时间、减跑动，马上办、就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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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 月 24 日 ，安徽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
司安徽省分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安徽省分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
仪式暨 “邮储银行杯·我的退役故
事 ”系列活动总结启新仪式在合肥
举行 。 活动现场正式启动“邮储银行
杯·我的退役故事 ” 系列活动第二
季———“了不起的创业兵”活动。

2021 年 ， 为在全社会营造尊重
尊崇 、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 ，安徽省
委宣传部 、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
中国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联合开展
了 “邮储银行杯·我的退役故事 ”系
列活动 。 得到了全省退役军人事务
系统大力支持 ， 广大退役军人踊跃
来稿 ，共同奏响了尊崇军人 、尊重退
役军人的赞歌 。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党委书记 、
行长卜东升向与会嘉宾介绍了邮储

银行的发展历史以及近年来服务广
大退役军人做的亮点工作。 安徽省分
行秉承“人嫌细微、我宁繁琐 ；不争大
利、但求稳妥”的经营理念 ，充分发挥
“自营+代理”优势，扎根江淮大地，成
长为全省网点规模最大 、 覆盖面最
广、服务客户数量最多的国有商业银
行。 近年来，安徽邮储银行发挥点多、
面广、业务全、服务好的优势 ，全力做
好拥军优抚工作。 省分行、16 个市分
行、47 个县支行与各级退役军人事务
机构签署 《安徽省拥军优抚合作协
议 》， 共走访慰问退役老兵 、 驻地部
队 、军警等涉军单位 200 余次 ，建立
了全面深入的合作体系 ； 在 1778 个
营业网点全部开设军人优先服务窗
口，发行“退役军人服务卡 ”超过 6 万
张 ， 减免金融服务费 1500 万元 ，为
1600 名退役军人提供信贷资金 16 亿
元，通过开放式缴费平台为退役军人

补缴社保 1700 笔 、 金额 1400 万元 ，
勇担爱国拥军的社会责任。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 ，去年以来 ，省委宣传部 、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 、 邮储银行安徽分行
联合开展了 “邮储银行杯·我的退役
故事 ”系列活动 ，构建了政府搭台 、
企业支持 、媒体宣传的联动机制 ，形
成了立体式 、融媒体 、全覆盖的宣传
格局 。 一年来 ， 活动征集典型人物
800 多个 ，刊播原创稿件 200 余篇 ，4
家主流媒体平台持续推出精品力
作 ， 影响辐射全省近 180 万退役军
人 。 退役军人典型展现出的 “退役不
褪色 、建功新时代 ”的昂扬向上境界
力量 ，感染了拥军企业 、感召了退役
军人工作者 。

退役军人代表张开纯说， 很荣幸
有机会交流和分享他们的 “退役故
事”。 今后 ，他更将不负韶华 ，勇毅前

行，把荣誉当成一个新的起点，重整行
装再出发，潜心学习 ，求教于师 ，恪守
诚信为要，奉献服务社会。

合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
人说，“邮储银行杯·我的退役故事”系
列活动在合肥市各界干部群众， 特别
是在退役军人中引起强烈反响。 下一
步， 该局将提前谋划 “了不起的创业
兵”活动，继续发扬好的经验做法 ，在
全社会掀起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奋斗
精神的新高潮。

活动现场， 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分
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安徽省分行
签订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此次三方签约 ，是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安徽省分行与安徽省退役军人
事务厅战略合作的新起点。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安徽省分行将继续深化尊
崇尊重 、双拥宣传 、金融服务 、优待

证 、信息化建设等领域合作 ，更好服
务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 ； 共同启动
“邮储银行杯·我的退役故事 ” 第二
季 ， 继续传播退役军人优秀感人事

迹 ，广泛传递正能量 ，全面贯彻落实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指
示精神。

（娄程�梅良仿�俞璐�吴晶晶�文/图）

政银企深度合作开启退役军人服务新篇

战略合作协议签署现场。

落实网格包保 加强社会联动

亳州谯城区“一网共治”完善社区治理
本报讯 （记者 武长鹏 通讯员 李

鹏）近日，亳州市谯城区薛阁街道马元
社区党委书记郭侠在辖区走访时，发现
一家饭店的外立面有破损，于是拨打了
城管“联络人”电话，两名城管很快来到
现场，联系店家处理外墙并处置厨余垃
圾等问题。 去年以来， 谯城区结合网格
化包保工作，整合区直部门和企事业单
位资源，探索建立“一网共治”基层治理
模式，初步形成了“社区吹哨、部门报到”
的问题处理机制。

谯城区按照“1+X+N”（1 名网格长、
X 名相关执法人员、N 名网格监督员 ）
的标准，组建相对固定的“一网共治”网
格治理队伍。网格长由所在社区干部担
任， 主要负责网格治理的组织实施，整
合力量统筹解决问题。 X 名执法人员由
城管、市场监管、公安、环保等执法单位
按每个社区不少于 1 人的标准配备，按
照职能解决相关问题。 N 名网格监督员
由区直单位人员担任，按照每个片区不
少于 1 名的标准配备，主要负责督促推

动问题整改。
“做好疫情防护、食品安全、消防检

查等工作， 需要相关部门分别协调沟
通，耗费时间较长。 ”谯城区政府相关负
责人介绍，有了“一网共治”，这些问题
及时得到解决。 去年 12 月 28 日，马元
社区吹响“报到哨”，谯城区薛阁街道、
城市管理局、市场监管局、公安局组成
联合检查小组， 对该社区辖区内 20 多
家宾馆、酒店、超市、KTV 进行联合执法
检查，为辖区群众送去了安全和健康。

该市根据问题解决的难易程度，建
立三级问题分类处置机制。针对简易问
题，采取教育劝阻、协商议事、纠纷调解
等措施进行解决。基础网格力量难以解
决的问题，上报社区启动“社区吹哨、部
门报到”机制联动解决；针对社区难以
解决的问题，上报街道或网格化管理中
心，由其组织力量协调解决；对于一些
部门职责交叉、需要区级层面协同解决
的问题，由包保区领导、区直单位协调
相关职能部门解决。

党员任邻长 实行积分制

东至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路径
本报讯 （记者 阮孟玥 通讯员 张

小云）“作为一名邻长，就要带领大家一
起改善村庄环境，共建共享美丽乡村。 ”
近日，在东至县泥溪镇朱村村，邻长王
银火告诉记者。

朱村村是东至县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的试点村之一。 2021 年以来，该县选
择 4 个乡镇开展试点，围绕“红领乡邻”
党建品牌探索基层治理工作新机制。试
点以来，该县党员邻长参与志愿服务共
2300 余人次， 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980 余件。

东至县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引领

基层治理全过程，推行党员邻长制，充分
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将党组织触角延伸到基层一线。 该县出
台《“红领乡邻”党建品牌创建活动指导
意见》， 在试点乡镇各村科学划片设邻，
以相邻的 10户至 20户村民为单位设立
邻，每个邻设立一名邻长，从本村党员、
退休村干部和乡贤中，推选身体健康、有
志愿服务意向和能力的党员来担任。

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和邻长的示范
带动下，东至县各地强化党建引领，推进
信访维稳、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
和农村移风易俗等工作， 切实解决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试点地区
基层治理焕发新活力。 胜利镇康桥村创
设“邻长+三留守”机制，将农村“三留守”
人员纳入重点服务对象， 动态检测信息
数据，邻长已帮助 102名 80岁以上老人
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泥溪镇元潘村实行
“邻长+党建引领信用村”机制，党员邻长
主动包保信息采集、宣传引导等工作，深
入推进基层基础组织体系建设工作。

东至县在试点镇建立党员邻长积
分制，由网格长、联系户对其进行评分，
邻长凭借积分可在村信用积分超市兑
换生活用品。年终积分排名靠前的评选

为“优秀党员邻长”，纳入村“人才库”，
符合条件的作为后备干部人选。对不担
当、 不作为和有违法违纪行为的邻长，
以及每季度评分低于 60 分的邻长及时
进行调整，实行动态管理。

该县加大“红领乡邻”宣传力度，提
高群众的认知率和参与率，让群众“有
事问邻长、有难找邻长”。 同时，教育引
导党员“邻长”积极当好政策宣传员、环
境监督员、治理网格员等，打通“向上对
口”与“向下适应”，做到实事共办、难事
共解， 推动基层党组织成为联系群众、
服务百姓的暖心之家。

视点

1月 21 日， 合肥市蜀山经
济开发区市场监管所的执法人

员在辖区一家饭店检查后厨卫

生。连日来，合肥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围绕食品安全部署开展多

领域检查工作， 全力保障春节
期间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守护““年夜饭””安全

科学养殖增效益
■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本报通讯员 吕华

“一、二、三，起网……”日前，在来安
县半塔镇， 釜山渔业专业合作社正开展
一场大规模的捕捞作业。 渔夫喊着高亢
的号子，渔网从四周收拢，数万斤鱼慢慢
捞起，一条条大鱼在网中翻腾跳跃，场面

震撼壮观。
“今年，我承包了 23000 多亩水面 。

春节快到了，为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
这几天我们连续开展作业。 现在的渔市
行情也非常不错，像这样大的翘嘴白鱼，
每条收购价在 18 元左右， 零售价超过
25 元。 ”该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士才看
着捕获上来的鲜鱼，露出了满脸的喜悦。

入冬以来，来安县进入捕捞旺季，当
地渔业部门有序组织渔民捕捞成鱼和水
产品加工。目前，该县的渔业养殖户超过
400家，养殖面积 7 万多亩，主要以养殖
“青草鲢鳙”4 种鱼为主。 为满足春节期
间的市场供应， 该专业合作社现在每天
捕捞量 100 吨左右， 除了供给本地农贸
商超外，还销往南京、上海、浙江等地。

“春节期间，我县从产供销各个环节
为养殖户提供各种信息服务， 畅通他们的
销售渠道， 确保水产品市场供应充足。 同
时，全面加强对养殖主体的管理，加大水产
品的抽检力度，保障水产品的食品安全。 ”
该县农业农村局水产站站长邓军海说。

近年来，来安县依托丰富的水资源优
势，整合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项目资金
562万元，积极探索和鼓励社会资本发展，
采取“政府投资+社会资本投入”的方式，
因地制宜推广集约化、工厂化循环水养殖
生态健康养殖模式，引导农民发展生态健
康养殖、促进水产品质量效益提升。

芜湖推出“企业家接待日”制度
本报讯 （记者 沈宫石）1 月 23 日，

芜湖市首场“企业家接待日”拉开帷幕，
芜湖市委主要领导、市政府相关部门负
责人与 36 家企业负责人面对面，逐一倾
听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现场办
公，帮助分析症结所在，提出解决办法，
为企业排忧解难。

建立 “企业家接待日” 公开办公制
度 ，是芜湖市牢固树立 “服务企业就是
服务发展”理念，推深做实“1%工作法”，

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又一创新举
措，意在广泛听取和吸纳企业建议和意
见，更好地了解和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困
难和问题，主动破解企业发展中的难点、
堵点、痛点，不遗余力为企业解难纾困。

该市在媒体刊发公告， 主动接受企
业登记预约，同时畅通企业诉求渠道，健
全企业服务联席会议制度和营商环境
监测体系，打好服务企业“组合拳”，不断
提升服务企业质量。

黄山市去年省外资金到资增幅全省第一

本报讯（记者 吴江海）记者 1 月 25
日从黄山市投资促进局获悉，去年该市
利用省外资金到资增幅 39.9%， 排名全
省第一。

2021 年，黄山市将长三角、珠三角、
京津冀区域作为“双招双引”主阵地，组
织千余名干部外出招商，拜访全国各地
企业 700 多家， 接洽客商 2000 多批次，
推动 502 个重点项目相继落地， 开工率
达 81.5%，近四成项目当年竣工，全年新
增市场主体超过 2 万户。

今年，黄山市全面落实三次产业高质

量协同发展行动计划，创新市县联动“双
招双引”小分队模式，顶格推进“四送一
服”“放管服”等改革，发挥亩均论英雄改
革牵引作用、 土地容积率的倒逼作用，围
绕招“新”、招“需”、招“链”，谋划重点产业
项目 200个以上，开建省市重点项目 100
个以上，签约落地亿元以上项目 140个以
上， 实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以上，力
争“十四五”期间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2000
亿元，引进高端人才 500 名，九大新兴产
业营业收入翻一番以上，形成一批具有较
强带动力的产业发展新支柱。

池州加快实施农村公路提质改造

本报讯（记者 阮孟玥）池州市编制
实施农村公路发展规划， 构建覆盖县、
乡、村道路的“路长制 ”体系 ，加快推进
“四好农村路”建设民生工程。去年，全市
累计投入 3.26 亿元，完成农村公路提质
改造工程 127.036 公里， 实施农村公路
大中修养护里程 431.059 公里。

池州市编制出台“十四五”综合交通
发展规划、“四好农村路”发展子规划、推
进“四好农村路”建设的实施意见、“四好
农村路”建设相关实施方案及运行方案
等，促进农村公路建设与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乡村振兴等融合发展。 同时，结合
皖南丘陵山区地貌特征 、 自然人文景

观，建设 13 处融观景平台、停车港湾等
于一体的服务区，改(扩)建“主道+辅道+
休闲驿站”式精品农村公路 455 公里。

该市全面构建覆盖县、乡、村道路的
“路长制 ”管理运行机制，加强“路长管
理”App 和路长制智能化管理平台应用，
通过“互联网+路长制”管理，努力实现农
村公路路长治。目前，池州市 575个建制
村均已通客车，通车率 100%；建设公众
出行信息服务平台和智能公交电子站
牌，方便群众出行；积极探索“四好农村
路+快递电商”等复合发展模式，开通优
化“交邮快”融合公交线路 23 条，实现工
业品下乡、农副产品进城的无缝衔接。

萧县耕地保护“田长制”实现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张祖

北）去年 11 月以来，萧县全面推行“田长
制”。 截至目前， 该县已有县级田长 29
名、 乡镇级田长 181 名、 村级田长 925
名 、村级巡田员 （网格员 、信息员 ）1706
名，实现了县乡村三级“田长制”全覆盖。

萧县建立由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
同志任县级总田长、县四套班子其他负
责同志任田长，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
任乡镇级田长、行政村（社区）党组织书
记和村（社区）主任任村级田长的分级

管理机制。
该县压实工作责任，制定督查检查、

信息报送、信息公开等制度，将耕地和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
安全以及耕地保护制度建设等方面纳入
年度目标考核。 同时在该县主要道路和
村务公开栏等位置设立田长制公示牌
855 个，对 160.56 万亩耕地、131.80 万亩
永久基本农田实行分级、 包片、 综合管
理。各级田长在接受定期巡查、定点督查
的基础上，公开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