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宅基改革

东方白鹳歇脚
阜南曹集东湖
本报讯 笔者日前从阜南县林

业局获悉，近几天，位于阜南县曹集
镇东湖的万亩芡实基地迎来一群尊
贵的“客人”———东方白鹳。 它们时
而在树梢上嬉戏打闹， 时而降落在
水塘里漫步觅食， 红色的双腿优雅
修长，黑白相间的翅膀独具特色。

据阜南县湿地管理中心工作人
员介绍，东方白鹳已被列入 2021 年
2 月公布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名录》 中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
物，性宁静而机警，飞行或步行时举
止缓慢，常在沼泽、湿地、塘边涉水
觅食，主要以小鱼、蛙、昆虫等为食。
每年 10 月份，它们从俄罗斯和中国
吉林、黑龙江等地繁殖后南迁，次年
再回归继续繁殖。 这次东方白鹳在
阜南出现， 是在这里歇脚觅食补充
体能，然后继续北迁。

近年来，阜南县秉承“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加快国
土绿化，加强湿地保护，森林覆盖率
和湿地保护率逐年提高， 生态环境
保护卓有成效。目前，全县湿地总面
积达 1.5万多公顷， 湿地保护率 52.
5%。丰富的湿地资源，良好的生态环
境， 吸引了 200 余种鸟类精灵在这
里歇脚、栖息、觅食，构成了一幅生
态和谐的自然画卷。

(徐立成)

美乡建设

东至完成全省首宗
农村宅基地线上审批

■ 本报记者 冯长福

通讯员 丁满莲

“真是方便呀！手机上操作一
下，就可提交宅基地申请，不用来
来回回地往村里、镇里跑了。 ”近
日， 东至县香隅镇合延村汪村组
的汪结友在该县农业农村局工作
人员指导下 ， 通过宅基地监管
APP系统， 完成了宅基地线上申
请审批业务。 这也是我省第一宗
宅基地线上申请审批业务。 这标
志着该县农民建房用地审批和监
管信息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2020 年 4 月 ， 东至县跻身
“安徽省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
住宅盘活利用试点示范” 县；当
年 9 月，又成为全国新一轮农村
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县。

“在安徽省 11 个国家级农村
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县中，我县
率先启动并完成了农村宅基地
管理信息平台的一期研发建
设。 ”东至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
员、县委农办专职副主任朱长东

告诉记者， 开发宅基地管理信息
系统，通过大数据，建立“数据一
张图、审批管理一条链、信息一张
网”，形成集监管、审批、产权交易
于一体的信息化平台， 逐步实现
让群众少跑腿、 让数据多跑路的
政务服务目标。

今年 1 月份，该县出台了《农
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围
绕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
“三权分置”进行探索，落实宅基
地集体所有权， 保障宅基地农户
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 适度
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
进一步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朱长东表示， 东至县将从完
善宅基地集体所有权行使机制、探
索宅基地农户资格权保障机制、探
索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探索宅
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健全宅基
地收益分配机制、完善宅基地审批
制度、健全宅基地监管机制七个方
面进行试点。 通过试点，进一步厘
清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
之间关系，明确各自权能；探索完

善宅基地分配、流转、退出、使用、
收益、审批、监管等制度，建立健全
“依法公平取得、节约集约使用、自
愿有偿退出、合理盘活闲置”的宅
基地管理制度。

目前， 该县选择香隅镇和尧
渡镇尚合村、东流镇城东村、大渡
口镇新丰村、张溪镇梅树亭村、洋
湖镇奠龙村、昭潭镇营桥村、龙泉
镇曹村村， 共 1 镇 7 村先行启动
改革试点。将在 2022 年底全面完
成改革试点任务。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入村调
查，摸清底数，妥善处理历史遗留
问题， 加快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
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
颁证。 ”朱长东表示，今年 6 月底
前完成全县房地一体确权登记颁
证工作 ；7 月底完成全县 238 个
村居 “多规合一” 实用性村庄规
划， 引导和监督农民严格按照经
批准的村庄规划开展农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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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议事会”让美乡建设更具活力

村民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主力军，
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直接受益者。 村
民主体作用发挥得如何，直接关系到
美丽乡村建设的效果。

当涂县湖阳镇均庆村均庆中心
村是 2019 年省级美丽乡村建设中心
村，环境改造任务多，涉及群众利益
的事项多。 2019 年底以来，该村通过
组建以村包组干部、 网格党小组长、
网格党员和村民代表为主体的“村民
议事会”，鼓励村民围绕“美丽乡村共
建共管”各抒己见，议事会不定期把
村民组织起来， 一起坐下来说事议
事、献计献策，大家为公共设施建设、
节点景观打造，提出不少“金点子”；
对于部分因工程影响到自身利益的
群众， 议事会成员主动去做思想工
作，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并明确给予

合理补偿，营造了美丽乡村建设“上
下联动、同频共振”的良好格局。

变“要我干”为“自觉干”

常言道，穷不改门，富不迁坟。 农
村坟地迁移是件大事。

均庆中心村规划中，为确保村庄
功能划分合理、布局美观，需要迁移 5
处位于公共设施和道路建设用地上
的坟墓。 前期，村两委干部在上门和
群众协商迁坟事宜时，直接遭到了群
众拒绝。 但规划要落实，迁坟是必须
要做的事。 鉴于此，“村民议事会”站
出来了，议事会分批安排老党员老干
部和德高望重的村民代表上门做工
作，讲清发展利弊，讲明美丽乡村建
设如何提升生活质量。 最终，徐某林
等五户群众被村民议事会“说服”，同
意在 2020 年清明节期间迁坟。

与此类似的“烦心”工作，议事会
成员每天都在干。 大到村庄的乱堆乱
放清理， 小到村民宅院中的绿化美
化； 从道路整修涉及到村民的宅基

地， 再到群众关注的公厕建造选址，
议事会成员一个个去说服，一项项去
解决，为美丽乡村各项工程的顺利推
进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切实扭转
了村民“各家自扫门前雪”的陋习。 越
来越多的村民不仅主动把自家的庭
院搞干净，而且热心维护村庄公共部
位的环境卫生。

“民主协调”事易成

美丽乡村景观打造，不免涉及到
部分群众的切身利益，若仅靠几个议
事会成员上门说服，也难以“圆满”解
决。 这时，如何充分尊重村民知情权、
参与权、建议权，以消除群众顾虑，就
成了解决问题的“钥匙”。

均庆中心村“村民议事会”在讨
论重大问题时，通常把村庄内的所有
利益相关人都召集到一起， 开诚布
公，民主协商，争取能形成一个各方
都能接受的方案， 提交村民代表会
议，由大家表决通过，构建了大事一
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村

事民议、村事民治”基层治理模式。
该中心村原有多处无人居住的

无功能房屋， 其中还有部分是危房，
不但影响了村容村貌，还存在极大的
安全隐患。 为利用好这些闲置资源，
该村就规划了绿地和广场等设施。 但
这些原本就是群众的宅基地，如其中
一个房主徐某头所说：“你们把我家
老房拆了绿化是好，但这宅基地几年
后被村里占去了咋办？ ”针对这种情
况，“村民议事会”在村党总支的支持
下，广泛征求意见，在村民议事扩大
会上，讨论形成了“签订权属协议、村
庄绿化美化、 确有需要无偿返还”的
方案， 取得徐某头等房主一致同意，
目前 8 栋共计 1100 余平米的无功能
房屋已全部拆除。

破除迷信乡风美

美丽乡村之美，除了整洁清爽的
自然环境，还得有崇尚科学、破除迷
信的生活态度与生活理念。

农村老年人受文化素养的制约，

他们更容易受到迷信思想的侵害。 乡
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村社会的
治理要采取符合农村特点的方式，要
把破除封建迷信、推动移风易俗变成
群众的自觉行动。

均庆中心村田埂边原有一座“脏
乱差”的土地庙，附近的老年村民按
照旧时习俗，时常烧香祭拜，香灰烟
火不但影响了村庄环境，而且这座小
庙位于村庄主入口旁，也极大了影响
了村庄形象。 “不能拆，土地庙是保佑
我们村的。 ”几年前，村里在组织拆除
时就遭到了老年村民的激烈反对。

2019 年底，村庄出入口环境改造
工程启动。 “村民议事会”经过讨论确
定，必须拆除土地庙并拓宽村庄出入
口道路。 议事会成员中的网格党小组
长和村民代表当即分户包干，逐户深
入老年村民家中，做深入细致的思想
工作，讲清“破除陈规陋习、塑造文明
乡风”的重要性，最终劝服了一众老
年村民，土地庙得以顺利拆除，村庄
出入口改造工程顺利推进。 (路平)

石塘开展“五好厕所”评比

本报讯 今年春节期间，肥东
县石塘镇开展 “五好卫生厕所 ”
（厕屋厕具好、粪池管理好、如厕
便捷好、 粪污利用好、 管护配合
好）评比活动，旨在通过宣传表彰
一批“五好卫生厕所”，引导大家
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从家庭
做起，以“小家美”带动“大家美”。
此次共计评选出 52 户“五好卫生
厕所”，均已授牌并发放了奖品。

（王赴朝）

关帝庙缓办简办红白事

本报讯 春节期间，砀山县关
帝庙镇充分发挥各村红白理事会
的作用， 通过多种形式大力宣传
倡导“红事缓办、白事简办、宴席
不办”，于疫情防控宣传中融入移
风易俗内涵， 倡导文明节俭新风
尚。 镇村出动宣传车开展巡回宣
传， 张贴疫情防控宣传资料 3000
多份；红白理事会组织劝导队，进
村入户开展宣传，争取群众理解、
支持与配合； 镇村党员干部带头
作表率，取消办宴席。 据了解，今
年春节期间，该镇就有 17 对新人
推迟了结婚日期，10 名老人去世
丧事简办。 （周效义）

信息集萃

泗县：古运河边讲好创建故事
———泗县创建安徽省餐饮质量安全街区纪实

拂堤杨柳醉春烟, 运河两岸捷报
传。2021 年春节假期的第一个工作日
的 2 月 18 日， 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公
示 2020 年度 “安徽省餐饮质量安全
街区”名单，泗县古运河商业街位列
其中。 泗县创建安徽省餐饮质量安全
街区工作迎来了牛年开门红。 运河名
城的创建故事也一件件浮现。

政府做好顶层设计

去年 4 月，泗县启动省级餐饮质
量安全街区创建工作，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 成立政府分管同志任组长、
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
小组，并制定了工作方案，明确时间
节点、 责任人员和具体的目标任务。
县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结合泗县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和文旅
及创卫工作，擘画蓝图，以高质量的
顶层设计谋篇布局。 主要领导和分管

领导亲自上阵、靠前指挥。

承办单位牢记使命

“我们还在 6 月份，组织相关人
员前往淮北相山区学习交流创建经
验”，县市场监管局分管负责人、主任
科员武仲强为了创建工作，可没少跑
腿。 他曾多次和同事们一起，结合相
山区的创建经验，深入泗县古运河商
业街餐饮店内指导帮扶。 去年 8 月，
在商业街 105 号，两张桌子、一些板
凳，泗县古运河商业街争创安徽省餐
饮质量安全街区领导小组办公室便
挂牌了。 这个简陋的办公室成了 16
名包保人员临时歇脚和研究工作、召
开分析会的地方， 餐饮户们遇到困
难，总喜欢来这里找工作人员帮助。

16 名包保人员日夜奋战在创建
一线。 他们走进餐饮店，除了帮助餐
饮户打造运河餐饮旅游名片、强化顶

层设计，更是将餐饮安全的监督，践行
在细节中。 从垃圾处置、原料采购、环
境卫生、消毒情况…事无巨细，落实整
改。 城管、公安协同合作，对市容市貌
规划、车辆停放布局等进行指导。

引导宣传和政策激励到位

为了引领街区内的 18 家餐饮单
位积极参创， 该县充分利用电视、新
媒体、 新闻发布会、2020 年食品安全
宣传周、争创省级餐饮质量安全街区
宣传活动等多渠道，积极营造浓厚的
创建氛围，并出台了激励机制，对每
一参建单位给予 3000 元的奖励。 县
市场监管、教体、农委等部门走进新
闻发布厅，向社会发布创建及示范动
态， 县市场监管局举行了多期培训
班、工作推进会，并发动辖区市场监
管所工作人员和包保干部职工深入
餐饮户发动宣传，高标准落实。

真金白银助阵智慧监管

“环境卫生要继续保持……”“变
蛋不能放在地上……”“清洗和未清
洗的菜分类放、 标签要贴好……”、
“晨检记录我们看看…”，在春光明媚
的 2 月 20 日， 笔者随监管人员走进
位于古运河沿岸、古运河遗址公园对
面的蛙知道餐厅，见证了县市场监管
包保人员的无微不至。

为了更好服务消费升级，县市场
监管局积极引导企业设置顾客反馈
问题处置专区，还联合网络公司开发
了能时时监控到厨房后台操作情况
的智慧监管系统。 餐饮店被赋码后，
只要打开监控，消费者就可以通过扫
码观察到厨房后台制作食物的时时
动态。 该动态会被上传到县大数据中
心。 由于系统设置了抓拍动能，当违
法、违规行为发生时，系统能自动过

滤，即时捕捉，实现动态监管。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互联网+阳光

厨房工程实施过程中，县市场监管局把
街区内 18家餐饮单位的智慧监管二维
码制作成一个个精致的扫码牌并摆放
在餐桌上。 消费者只要通过微信二维
码扫一扫功能，就能清晰看到厨房后台
制作饭菜的直播情况，实现即时监督。

推行互联网＋阳光厨房工程、配
备灭蝇灯、老鼠夹、垃圾桶……，一项
项落实整改帮扶举措，需要的是真金
白银。 “我们拨出了专项经费邀请网
络公司进行技术改造， 还免费为 18
家餐饮店发了垃圾桶、 灭蝇灯等”县
市场监管局分管领导武仲强说。 日
前， 该县还将这一互联网+阳光厨房
模式推广到街区外的 4 家大中型餐
饮店，此举也被市市场监管局列为创
新经验在全市推广。

至此，走过了申报、自评、创建、
市局复核、第三方评审、省市场监管
局暗访并经省市场监管局 2021 年度
第 2 次局长办公会研究认定、公示等
程序的泗县古运河商业街创建安徽
省餐饮安全示范街区工作告一段落。
经过创建，该街道的餐饮质量得到大
幅提档升级，餐饮旅游的名片也将会
愈发闪亮。 (于晓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