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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陈 波

如何才能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

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霍山县

多个乡镇发挥主观能动性，创建了既符

合本地实际，又切合群众需求的基层治

理模式。这些各具特色的基层治理模

式 聚 民 意 、集 民 智 、听 民 声 ，以 政 策 宣

传、纠纷调处、为民服务为核心，把群众

的“ 需 求 清 单 ”变 成 了 干 部 的“ 履 职 清

单”，以“小切口”撬动了“大治理”。

急难愁盼 “但说无妨”

去年,霍山县但家庙镇开办了 100余

场板凳会，今年该镇在板凳会基础上，

丰富形式，拓展内容，创新打造“但说无

妨”党建实践活动。

“我有话讲。”

“但说无妨！”

不久前的一天，晚饭后，但家庙镇

胡大桥村新庄村民组村民张贞亮家里

灯光明亮，20 多户村民和镇村干部、党

代表、人大代表、政协民情联络员，以及

司 法 所 、派 出 所 工 作 人 员 挤 坐 在 堂 屋

里，围着两个烧得旺旺的炭火盆，你一

言我一语，一会相互争论，一会又喜笑

颜开。

“我们新庄这里有十几户人家，连

个像样的公共厕所都没有。”

“我觉得河边的那条施工便道还要

留着，村里再凑点钱改造成机耕路，上

下几个村的人下田就方便多了……”

与会村民们纷纷表态，畅谈各自对

村庄未来的规划，也把自己积压多年的

烦心事、揪心事一股脑倒了出来。

任选一家农户，干群同桌共话，干

部们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就正在开展

的乡村振兴、水美乡村、人居环境整治、

民生工程等重点工作进行解答，询问工

作不足，真诚听取发展建议。村民代表

踊跃发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可以说

变化、话成效，也可以吐苦水、发牢骚。

干部知道村民真正想什么，群众也知道

干部正在干什么。

群众利益无小事，看似鸡毛蒜皮，

实则急难愁盼。“现在有了‘但说无妨’

板 凳 会 ，干 部 和 群 众 面 对 面 、心 贴 心 ，

群 众 有 话 也 不 会 再 闷 在 心 里 了 ，干 群

距 离 缩 短 了 ，干 群 关 系 拉 近 了 。”看 到

村 民 们 脸 上 满 意 的 笑 容 ，胡 大 桥 村 党

总支书记张益民心里的大石头终于放

了下来。

据了解，2022 年，该镇通过板凳会，

协调处置矛盾纠纷 50 余起，收集并解决

群众合理诉求 20 余条。群众上访变干

部 下 访 ，让 老 百 姓 气 顺 了 、误 解 消 了 。

但家庙镇成为全年无越级上访乡镇。

“今年我们将在全镇 5 个村 148 个村

民组继续深入开展 120 多场干群对话活

动，争取点面开花，在创新基层社会治

理、畅通民意反映渠道、政策宣传方面，

认真探索有效路径，将‘但说无妨’打造

成一项富有生命力的党建实践活动品

牌。”但家庙镇党委书记高阳说。

大事小事 “诸事如意”

诸佛庵镇的“诸事如意”微信群也

深受群众欢迎。

“诸事如意，我们都满意！你看现

在的菜市场多敞亮、多干净，我们这些

老阿姨们进菜市场就像逛超市一样。”

56 岁的谢登碧是诸佛庵镇俊卿社

区 居 民 ，早 起 去 菜 市 场 买 菜 是 她 每 天

的“必修课”。而以前位于街道背后的

老菜市场设施陈旧、排水不畅、卫生管

理又跟不上，谢阿姨一直闹心，没少埋

怨过。

去年 7 月的一天，谢阿姨忍不住在

“诸事如意”微信群里叨咕了两句：“老

菜市场地势太低，面积太小，买菜不方

便，政府管不管？”没想到，微信群里一

时间议论纷纷，有不少人跟帖反映老菜

市场问题。

在这一片担任“网格长”的俊卿社

区党支部书记张美刚在收集本网格内

群众反映的问题后，及时上报至“诸事

如意”微信总群。该镇领导高度重视，

下决心想尽一切办法把老菜市场改造

成群众满意的文明场所。

2022 年 ，诸 佛 庵 镇 党 委 为 加 强 基

层 治 理 体 系 ，创 新 实 施“ 诸 事 如 意 ”群

众 矛 盾 纠 纷 化 解 机 制 ，坚 持 以 党 建 为

引 领 ，整 合 基 层 资 源 ，补 齐 服 务 短 板 ，

发动网格员、村“两委”、镇驻村干部三

级联动，当好群众意见的倾听者、收集

员、答卷人，全面提升全镇社会治理现

代化水平。

2022 年 8 月 ，诸 佛 庵 镇 向 县 商 务

局 对 接 申 报 相 关 项 目 ，根 据《安 徽 省

文 明 菜 市 行 动 实 施 方 案》等 文 件 精

神 ，将 诸 佛 庵 集 镇 菜 市 场 菜 市 项 目 纳

入 2022~2023 年 安 徽 省 菜 市 拟 整 治 和

改造提升计划。

2022 年 12 月 17 日，总投资 150 万元

的诸佛庵菜市场改造项目完工，俊卿社

区联系客商签订承包经营协议，诸佛庵

镇集镇菜市场正式投入运营。

通过“诸事如意”平台的调控，诸佛

庵镇对 11 个村民组实施了城乡一体化

供水工程；大干涧村建起了 26 米长的庙

湾桥；狮山村铺好了“最后一公里”水泥

路；沿河村去年底开通了公交车……

“我们探索和完善‘诸事如意’这种

新时代基层善治模式，就是要让村民有

诉求、组织有回应、服务有保障、群众有

感受，让风险在一线化解、矛盾在末端

解决、共识在基层凝聚、美好在身边实

现。”诸佛庵镇党委书记金永磊说。

机制破题 积极探索

除了但家庙镇的“但说无妨”、诸佛

庵 镇 的“ 诸 事 如 意 ”，还 有 落 儿 岭 镇 的

“落地有声”等活动均在基层治理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并成为百姓熟知和喜爱

的活动品牌。在此基础上，霍山县逐步

建立健全基层干部联系服务群众的长

效机制。

各乡镇以网格管事、支部说事、干部

领事、群众议事、乡贤调事为抓手，灵活

运用“田头会”“板凳会”、党员调解室等

调解方式和平台，对群众的合理诉求早

解决、不合理诉求早解释，确保矛盾纠纷

化解在基层，同时最大程度减少矛盾纠

纷。对群众需求精准分析、及时响应，切

实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据统计，从 2022 年 10 月至今年 2 月

中旬，霍山各乡镇办理“重畅决”群众诉

求 3598 件次，群众满意率达 99.01%。共

排查矛盾纠纷 1476 件，化解 1368 件，排

查 数 、化 解 数 分 别 比 上 一 年 同 比 上 升

183.85%、163.58%，诸多信访事项得到有

效化解。

“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常治长效，必

须坚持从源头入手、从机制破题，切实

加强制度建设。‘但说无妨’‘诸事如意’

等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品牌实践活

动的持续推进，是我县在打造品牌化、

集成化、制度化的新时代基层善治模式

方面的有益探索。”霍山县委政法委副

书记兰林说。

■ 寒 冰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

“一颗钉”的好处：“一个是钻劲，一个是挤劲”。

再读《雷锋日记》，这些如邻家大哥般亲切的话语犹

在耳边。

雷锋精神是中华传统美德的“现代版”。60 年了，“雷

锋”这个名字一直铭刻在中国人的心中。每一次社会转

折都会引起人们对雷锋精神的重新审视，但每一次新的

检验都坚定了人们弘扬雷锋精神的信念。雷锋用朴素的

语言、具体的行动，“接地气”地表达了每一个新的历史时

期，中国人应怎样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任何一种精神的形成，都不可能置身于传统文化之

外。“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孩童都熟知的，中华民族崇尚

善、赞美善、向往善、追求善。善是一种文明,也是一种光

明，它具有跨越时空的力量。雷锋精神折射的是人性的

光辉，反映了人类向上向善的共同价值追求。

雷锋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象版”。雷锋

精神与时俱进，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了共产党人的

崇高追求和高尚境界，是民族精神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

丰富和发展，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

现。如今，“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已经成

为新时代传承雷锋精神的重要载体，不断注入的新的内

涵，也是雷锋精神深植群众、历久弥新、永不过时的魅力

所在。

“接地气”是雷锋精神经久不衰的秘诀。“雷锋做法”看得

见、摸得着,有温度、有实感。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的

追求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具体的行动。例如，在困难时期雷

锋常常为五保户砍柴挑水不留姓名，在家乡黄土岭为送爱国

粮的农民推车上坡，在鞍钢当工人时，雷锋得知一位工友的

母亲生病，便以这位工友的名义给其母亲寄去20元钱……一

桩桩、一件件身边小事，人人可学，处处可为。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雷锋”。雷锋，已从一个名

字升华成一种标识、一种精神，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

让“雷锋”更接地气，需要每个人践行雷锋精神，从身

边小事做起，让“雷锋”永远活在人民中间。

60年，雷锋仍在，雷锋精神不断发展升华，闪耀着光芒。

让雷锋精神更接地气

同桌共话，干群关系更近了

3 月 4 日，淮北市“学雷锋志愿服务月”启动仪式在该市两宫广场举行，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志愿

者走上街头，为市民提供免费理发、健康义诊、安全知识培训等种类多样的志愿服务。

本报通讯员 万善朝 摄

■ 本报通讯员 张晓娟
李怀义 蔡志海

近 日 ，天 长 市 65 个 市 直 单

位共组织近 1300 名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者自带锄头、铁锹、水

桶等工具，分别来到千秋街道戴

坝村、金集镇草庙山南坡、仁和

集镇东风村高邮湖西岸滩涂、汊

涧镇釜山林场和张铺镇团结村

林场等 15 个义务植树地点，开

展义务植树志愿服务活动。

志愿者们挥锹挖土、扶正树

苗、培实浇水，每一道工序都严谨

规范，齐心协力栽下一棵棵翠绿的

榉树、麻栎、朴树等。一排排新树

苗整齐划一，迎风挺立，把岗坡、河

堤、田埂和湖滩等空闲地点缀得一

片生机。仅2月28日一天，志愿者

们就义务植树350余亩。

“开展义务植树志愿服务活

动，既丰富了我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内容，又推动了全民义务

植树、绿化生态环境活动，提高了

全民参与绿化意识，加快绿色天

长建设。下一步，我们将采取措

施，进一步加大文明实践活动力

度，树立绿色生态发展观念，开展

形式多样的义务植树活动，绿化

荒山荒坡，让绿色生态环境更美

好。”天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

长、市林长办主任王玉华表示。

义务植树 又添新绿

■ 本报通讯员 李艳龙

“麦苗返青后，是春季管理的

关键时期，现在是重点防治麦田

杂草和纹枯病。”日前，在砀山县

黄楼农场小麦种植基地，县农业

农村局植保中心副主任李建东向

麦农讲解小麦早春病虫害防治技

术，及时解答麦农提出的疑问，并

发放《小麦病虫害防治明白纸》。

该县强化植保监测体系建

设，及时准确发布农业生产趋势

预报预警信息，去年以来共发布

病虫害情报 20 多期，印发《病虫

害防治明白纸》和《农药安全使

用明白纸》10万余份。

同时，该县深入实施“两强

一增”行动，以统防统治为重点，

大力推广植保无人机等农业机

械使用，节省农药和人力，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黄楼农场里，一望无际的麦

苗长势喜人，小麦种植大户利用

植 保 无 人 机 防 治 小 麦 纹 枯 病 。

伴随着旋翼的嗡鸣声，机手操控

的植保无人机平稳飞行，从低空

掠过绿油油的麦田，药水洒落在

青青的麦苗上。种植户杨春文

高兴地说：“通过无人机‘飞防’，

我家的 20 亩小麦 10 多分钟就喷

好 了 ，速 度 快 ，质 量 好 ，省 工 省

时，提高了小麦管理的效率。”

“我县使用植保无人机等新

型机械统防统治，有效控制了小

麦病虫害，提升了农药减量增效

和植保防灾减灾能力。”李建东

说。去年以来，该县组建社会化

服务组织 35 个，投入植保无人

机 137 架，大型植保机械 482 台

（套），小麦全部实现统防统治。

麦苗返青“飞防”正忙

■ 本报通讯员 汪 晨

近期气温回升,春暖花开,市

民们纷纷走出家门踏春赏花，一

阵阵春风催热了“春游经济”。

旌德县兴隆镇三山村近千

亩梅园迎来最佳观赏期，梅花盛

开春意浓，赏春观梅人气旺。本

月以来，园内游客接待量已近 2

万人次，带动“旅游+农林”产业

收入达 300万元。

据悉，该县提前谋划，通过

举 办 系 列 民 俗 文 化 活 动 ，打 响

新春“开门红”。同时注重文旅

产品策划宣传，在上海“邂逅烟

雨江南，相逢诗意宣城”新春推

介会上，发布觅春之旅、寻梅之

旅等精品旅游线路 8 条。今年

1 月至 2 月，全县共接待游客 97

万 人 次 ，超 过 疫 情 前 同 期 水 平

10%；旅游收入达 3.9 亿元，超过

疫情前同期水平 14%。

“春游经济”踏春而来

■ 本报通讯员 陈耀平

“我院急救站已正式投入使用，现

在全镇范围内接诊时间可以缩短到 15

分钟以内！”宿松县汇口镇中心卫生院

院长吴会兵说。宿松县打造 30 分钟急

救圈，在偏远乡村设置急救站，赢得百

姓赞誉。

从 2022 年起，宿松县依托县域医共

体建设，以宿松县人民医院急救中心和

宿松县中医院急救中心为核心，着力在 8

个地处偏远、医疗服务能力较强的乡镇

卫生院建设急救站，计划最终建成“2+8”

区域急救体系，纳入“120”急救中心统一

管理、统一调度，有效提高偏远地域危重

患者的急救能力。目前，汇口镇、复兴

镇、许岭镇、凉亭镇等 4 个中心卫生院急

救站已于今年 1 月建成，辐射人口超 20

万，急救时间较此前至少缩短了一半。

本 着“ 因 地 制 宜 、方 便 救 治 ”的 原

则，4 家卫生院对原有科室进行了调整

优化，按科室规范在相对独立区域设置

了急诊急救站，完善了急诊急救相关工

作制度，建立了绿色通道，形成院前急

救与院内急救有效融合。其余的 4 家，

邓汉镇、二郎镇、长铺镇、千岭镇卫生院

急救站，计划 2024 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宿松县是拥有 80 万人口的农业县，

全县地域呈南北狭长走向，境内地形地

貌多样，从北到南依次为山区、丘陵、湖

区和平原，主城区位于中部地区。由于

该县半数以上乡镇距离县城较远，以往

宿松县的“120”急救仅限于县人民医院

和县中医院，如遇群众拨打“120”，急救

车只能从城区派出，接到患者后返回城

区医院进行救治。类似汇口那样地处

偏远的乡镇，急救车从县城出发到患者

处至少需要一个小时，如果需要返回县

城，则患者的救治时间要耽误两个小时

以上。如何设立乡镇急救站，建立一条

体系化急救通道，成为宿松县卫健委急

需解决的问题，而“2+8”区域急救体系

有效化解了这一难题。

急救站的设置，让边远地区的病人

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宿松县人民医院

急诊科主任刘汉说：“是哪个区域的病

人，就由哪个区域的急救站去救治，如

果能处理的就近处理，如果当地卫生院

救治不了，直接送到县级医院处理。”

“第一批 4 辆急救车及呼吸机、除颤

仪、监护仪、心电图机、喉镜、血液细胞

分析仪等急救设备由帮扶单位上海证

券交易所无偿捐赠，目前已分配到 4 所

乡镇卫生院。为提高乡镇卫生院医疗

急救水平，两所医共体牵头医院积极提

供技术培训和人力、财力支持。”该县卫

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2+8”区域急救体系赢得了社会广

泛认可。一条条急救“绿色通道”被搭

建起来，一个个危重患者在快速急救中

被抢救过来，截至目前，已建成的 4 所乡

镇卫生院急救站共抢救病人 74人次。

偏远乡村设置急救站

茶叶是黟县柯村镇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茶叶收入占全镇农

民收入的 60%以上。目前全域茶园病虫害绿色防控措施深入实施，茶

园诱虫黄板扦插工作也在紧锣密鼓推进中。3月 3日上午，该镇党员

干部、志愿者深入江溪村脱贫户茶园，帮助扦插诱虫黄板，助力 11 户

脱贫户完成 86 亩茶园的黄板扦插工作。志愿者身穿红马甲，手拿竹

竿、黄板，在茶园中穿梭忙碌，在青翠欲滴的茶树间，分工合作，将一片

片黄板点缀在茶园之间。图为志愿者正在茶园忙碌。

本报通讯员 胡利芬 摄

“红马甲”点缀绿茶园

旌德县兴隆镇三山村近千亩梅园梅花盛开。

本报通讯员 江建兴 摄

3 月 5 日 ，省 地

质 矿 产 勘 查 局 与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在 省

图 书 馆 开 展“ 学 雷

锋 办实事 见行动”

活动，40 多名志愿者

现 场 为 市 民 介 绍 各

种地质知识，倡导保

护环境从我做起。

本报记者 许 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