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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合肥市大杨镇谢岗村为扎实推进城乡居民

医保参保缴费工作，采取“点线面”相结合的工作方法

持续发力，一是通过在微信居民群内转发“合肥医保”

小程序广泛宣传；二是通过发放宣传单，播放广播扩大

宣传；三是通过电话向未缴费的居民逐一提醒重点宣

传。谢岗村优化医保缴费服务，确保辖区居民应参尽

参、应保尽保，坚决维护群众健康利益。 刘兵欧梅荣

谢岗村多点发力
攻坚医保缴费宣传工作

星报讯（记者 祝亮） 11月28日，从合肥市交通运

输局传来消息，由合肥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实

施主体负责的S19淮桐高速公路合肥段和G9912合肥

都市圈环线南环段、S18宁合高速公路合肥段前期工作

取得重要进展，为项目早日开工建设奠定了扎实基础。

近日，S19淮桐高速公路合肥段用地预审获自然

资源部批复，项目前期工作取得关键性突破，顺利拿

下工可批复“准生证”，为2022年底开工建设奠定了坚

实基础。S19淮桐高速公路合肥段为《安徽省高速公

路网规划修编（2020-2035 年）》中淮南至桐城高速公

路的组成部分，是G9912合肥都市圈西环线。项目起

点位于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西北侧淮南市界处，顺接淮

南段终点，途经经开区、蜀山区、高新区、肥西县，终点

位于丰乐镇新仓社区东南侧丰乐河合肥六安交界处，

全长约 58.6 公里，工程总投资约 126 亿元，批准用地

558.40公顷。

日前，G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南环段工程路线方案

审查会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组织召开。G9912合肥

都市圈环线南环段项目起于巢湖市烔炀镇西侧，与S90

芜合高速肥东支线、S18宁合高速公路合肥段衔接，终

于G3京台高速，全长约42.5公里。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加密合肥市域内高速公路网

布局，增强合肥对外辐射能力，有效缓解现有绕城高速

公路通行压力。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批复S18宁合高速公路合肥段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起自巢湖市烔炀镇西南

侧，设烔炀枢纽互通接规划明合高速公路、合叶高速公

路、芜合高速公路肥东支线，向东延伸，沿合福高铁北

侧布设，经烔炀镇、中垾镇、夏阁镇，下穿商合杭高铁，

止于夏阁镇东侧合肥市、马鞍山市交界处，接规划南京

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全长约34.21公里。全线采

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120公里/小时。

该项目是G9912合肥都市圈南环线的重要组成部

分，同时也是G4222和县至襄阳高速的组成部分，未来

将与S09明合高速合肥南段共同构成合肥市南部大通

道，成为合肥市连接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的重要出口

通道，对促进合肥都市圈和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合肥都市圈西环线、南环线有了新进展

星报讯(韩懿晨阮晓伟记者王珊珊) 11月29日，记

者从合肥市庐阳区城管局获悉，亳州路街道城管执法中队

集中人员对畅园新村小区内幼儿园楼顶的违章搭建依

法进行拆除，约260平方米。近日，城管部门接到群众来

电，反映畅园新村小区内幼儿园顶层存在违法搭建。接

到举报后，亳州路街道城管中队执法队员立刻赶到该

小区，开展实地走访调查。经现场勘察，该幼儿园在原

有的二层主体楼顶搭建了一个储藏室以及幼儿活动场

地，该处的建筑未办理任何相关手续，属于违法建设。

据现场城管队员介绍，该处违法建设的房屋是以

砖和木材为主体建造的，不仅影响房屋整体建筑结构，

还存在建筑物承重隐患。同时，由于加盖的建筑与楼

房的主体不成一体，如果遇到雷暴雨雪天气，容易被大

风掀起，对室内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潜在危险。

了解到情况后，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联系到相关负

责人。经过多次协商沟通，执法人员赢得了当事人的

理解和支持，表示愿意拆除该违法建设。

幼儿园搭建“楼上楼”被依法拆除

今年以来，砀山县把实施“两强一增”作为做好

“三农”工作的有效抓手，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两强一增”行动落地见效。

加强技术培训，增加工资性收入。在摸排农村

剩余劳动力信息基础上，梳理出有劳动能力和就业

意愿且暂未就业的农村劳动力9769人，已培训4050

人，推荐就业2938人。建设完成2个综合农事服务

中心，培训30名理事长、500名农机手，超额完成培

训任务。

推进项目建设，扩量财产性收入。深化农村改

革，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比例达52%，粮食主产区300

亩左右集中连片适度规模经营占比30%。高标准农

田完成工程进度的93.3%。在28个村开展党组织领

办合作社工作，共吸纳1066户农户入社，目前已产生

收益186.38万元。22个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已全

部完成建设，其中14个项目已开始运营并产生收益

52.8万元。

推进产业振兴，壮大经营性收入。推荐8家合

作社、10家家庭农场申报市级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推荐3家合作社申报国家级合作社。促进多形式就

业，提升转移性收入。常态化召开“2+N”招聘会，截

至目前共开展系列招聘会163场，完成目标任务的

264.96%。开展残疾人手工编织培训、电子商务培

训，共计培训101人次。 李艳龙

砀山县多举措拓宽增收渠道

初冬时节，在大别山深处的金寨县南溪镇，群

众摩拳擦掌，在尝到了今秋养蚕的甜头后，大家准

备利用山坡地多多栽桑养蚕。

上世纪80年代，南溪镇桑茧丝绸产业曾经十分

兴盛，“一茬稻，两季蚕，鸡鸭猪羊各一栏”是群众生

产生活标配，镇内开办有多家丝绸加工企业，南溪镇

也因此成为当时全省首批“亿元乡镇”。但因为技术

落后、市场波动等原因，南溪蚕桑产业从90年代中期

逐渐萎缩。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南溪镇于去年冬

发起了振兴蚕桑产业的“二次革命”，从政策支持、宣

传引导、招商引资、保障茧价等多方面入手，在全镇

大力推进栽桑养蚕，并在今年秋季迎来了蚕茧丰收。

“为激发群众发展蚕桑产业积极性，我们对栽桑

5亩以上并养蚕的农户实行补贴，实现桑苗和方格簇

零成本，降低了发展风险。”南溪镇党委书记廖家喜

介绍，去年冬，全镇共新栽桑2200亩，实现秋季养蚕

1100张，产茧近48吨，农业产值增加超270万元。

据介绍，南溪镇十二个行政村均通过村创福公

司流转土地发展蚕桑产业，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

群众看到村里“挣钱”了，对一度没落的蚕桑产业也

重新树起了信心。

丁埠村村民许怀兰说：“去年村里鼓励我栽桑，我打

心底没认上，觉得辛苦还不挣钱，但是今年村里给我们

算了一笔账，一张蚕种能出2500元的茧，去掉成本纯利

润有1000多元！今年无论如何我不能再掉队了。”

“冬季栽桑，春秋养蚕”，这是南溪镇将生态资源优

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的积极探索，也是实现群众增

收、企业增值、财政增税的有效途经。当前，该镇正在

围绕丝绸加工、乡村旅游做文章，积极打造“丝绸小

镇”，在桑树地里绘就绿色振兴的生动图景。 陈若愚

金寨南溪蚕桑产业发展势头喜人

日前，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公布了2022年“科

创筑梦”青少年FAST观测方案征集活动获奖名单。合

肥市瑶海区大店小学获得“天文科普教育特色校”荣誉

称号，安徽省有六所学校，合肥市有四所学校获此殊荣。

活动中，合肥市大店小学根据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

中心、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

协会《关于开展2022年“科创筑梦”青少年FAST观测方

案征集活动的通知》，面向全体学生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天文主题系列科普活动。大店小学高度重视青少年科

普教育工作，面向全校师生积极做好科普教育，举办科

技节、科普日、科技周、班级科技文化角、科普讲座、科

普研学等活动，提升学生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一大

批师生在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工作中收获成长，教师

累计获得国家级奖项20多人次，省级奖项10多人次，

市区级奖项60多人次。学生累计获得国家级奖项60

多人次，省级奖项100多人次，市区级奖项近300人次。

近年来，瑶海区以“系统观念、项目为王、效果导

向”为发展理念，全面推进区域青少年科普教育工作，

在科技教育上成绩突出，力争培养更多适应未来社会

的创新型人才。 张守功

合肥瑶海区大店小学
获评全国天文科普教育特色校

近日，旌德县白地镇人大组织部分镇人大代表组

成执法检查组察看了白地镇子辰家庭农场。白地镇

汪村村将本土黄牛作为推动乡村振兴新动能，希望

以此作为带领村民致富的“敲门砖”。现年40岁的汪

村村委会委员、民兵营长胡长文原为退伍军人，退役

之后，一个大胆的想法从脑海中产生——养殖本土

黄牛。他觉得养殖本土黄牛不仅可以打造本土特色

品牌，推广家乡的知名度，更重要的是可以带动周边

村民一起致富，为乡村振兴打造新引擎。规模从最

初的10头牛发展到65头，成为汪村村黄牛养殖产业

的规模养殖典范。现如今每年都有二十几万元的收

入，他自己也成为了本地养牛能人，谁家的牛生病了

找他一准能帮忙解决问题。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富。”胡长文知道仅

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要动员起周边村

民的力量才行。并且养牛是一个精细活，从疾病防

控到圈舍清理等流程，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忽视。因

此他聘请周边的村民到他的农场进行日结制小工的

工作，每日按时按点根据工作量结算，每人每天都可

拿到一百多元的工资，这样一来既解决了村民就业

的问题，帮他们脱贫致富，自己也节省了一部分的成

本，农场也能越办越红火。 梅妍胡君曹开发

旌德县白地镇汪村村：
养殖特色本土黄牛打开致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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