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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宣传

以务实的举措作支撑
确保宣传教育广泛深入

突出重要场所，强化广泛宣传。在交通要道和县城重

点场所设置电子显示屏、宣传标牌进行宣传。拍摄一部双

拥工作专题片，编辑出版双拥工作宣传册1000本；在城区

各大银行网点、县人民医院、高铁站、皇藏峪旅游景点、联

华超市等公共场所设立军人优先服务标志2000余个；在

县电视台播放《兵役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广播电视宣

传1500余篇（次）。突出学习教育，强化深入宣传。把县

委党校、县人武部、县人社局和100多所中小学等作为干

部职工和中小学生国防教育的主阵地，突出各种假日，强

化节点宣传。建立完善了党委、政府、社会、驻军、学校和

家庭“六位一体”的国防教育网络体系。

以完善的政策作后盾
确保拥军工作扎实有效

实行“三统一”，加强党管武装工作。县委、县政府历

来关心和支持武装工作，把双拥工作和部队建设作为“一

把手”工程来抓，把专武干部与民兵干部纳入基层干部培

养和使用计划，统一培养；把部队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乡

发展规划，统一建设；把部队办公经费全部纳入财政预算，

统一安排。实行“三到位”，大力支持部队建设，逐年加大

对县人武部、县武警中队、县消防大队的预算拨款，确保财

政支持、资金拨付、项目实施“三到位”。实行“三优先”，扎

实开展政策拥军。对驻萧官兵和各类优抚对象实行政策、

走访、帮扶“三优先”。实行“三同步”，积极丰富创建内

容。发挥各部门各单位资源优势，确保共建、共创、共享

“三同步”。

以优良的服务作基础
确保拥政爱民成效显著

驻萧部队扎根第二故乡，支持地方经济建设。驻萧部

队坚持每人每年参与地方义务劳动8天以上，积极助推全

县经济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支援县内多个重点工程项

目，出动人员2000人次，机械车辆60台次，投入经费12万余

元。奉献一方热土，开展扶贫帮困活动。县人武部通过“双带

双扶”活动形式，为贫困家庭献爱心、为孤寡老人送温暖。军

民深度融合，强化联防联治工作。驻萧武警、消防承担了县境

内的联防联治任务，助力维护了地方社会和谐稳定。

以规范的制度作支持
确保优军优属落实到位

抓住精准，全面落实优抚政策。全县各类重点优抚对

象抚恤金、优待金、定期补助金严格按国家规定标准及时

足额发放，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标准达到萧县全体居民人均

消费性支出的100%，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建立了优待

金自然增长机制。义务兵家属、三属、复员军人、残疾军人

优待面达100%。聚焦舆情，做好涉军安置工作。认真落

实军转、离休干部安置及退伍军人安置政策，四年来，安置

率达到100%。认真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批示精神和全

国退役士兵相关会议部署，解决退役士兵安置遗留问题，

遗留问题已全部清零。以人为本，解决优抚对象困难。围

绕重点优抚对象“生活难”、“治病难”、“住房难”问题，采取

有效措施，及时进行帮扶解困。

以军民的共建作保证
确保军政军民关系融洽

切实把双拥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部队建设的总

体规划，统筹安排；强化抓好双拥工作的责任意识，并完善

军地合署办公制度，推动双拥工作深入、持久、健康发展。

目前，该县有军警民共建点40个，乡镇人武部与乡镇村共

建文明新村点300个。

多年来，萧县以争创省级双拥模范县为目标，巩固双

拥成果，深化双拥内涵，提高双拥共建水平，大力推进军民

融合深度发展，共同唱响一曲党政军民“同呼吸、共命运、

心连心”的新时代双拥赞歌。

萧县：传承红色基因 同谱双拥新篇
近年来，萧县紧紧把握双拥创建这一凝

聚党心、军心、民心的重点工作，确立了“围

绕中心、立足基层、分类指导、突出特色、整

体推进”的总体思路，紧扣时代脉搏，传承红

色基因，全面推进创建，以军民融合的新举

措，努力实现新一轮“省级双拥模范县”创建

目标。近年来，全县先后涌现出大批双拥先

进单位和个人，其中，全国双拥人物2人，省

双拥模范1人，市双拥先进个人41人，县双

拥先进个人113人；市双拥模范单位16个、

县双拥工作先进单位29个。

以健全的机制作保障，
确保组织领导坚强有力

健全组织机构上着力。实施“一把手”

工程，及时调整以县委书记、县长为组长，分

管副县长、县人武部长为副组长，40多个相

关部门和驻军单位参加的萧县双拥工作委

员会；24 个乡镇（开发区）和 274 个行政村

（社区）均成立了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正副组

长由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健全工作制度

上着力。县委、县政府和驻萧部队主要负责

人带头履行双拥职责，多次召开县委常委

会、县政府常务会、县双拥工作领导小组会

等会议研究双拥工作，制发各种与双拥相关

的评选、考核、拥军活动实施方案等文件，双

拥工作步入了经常化、制度化轨道。健全长

效机制上着力。县委、县政府坚持把双拥工

作作为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政治任务来谋

划和推动，提高双拥工作水平，形成了齐抓

共管、协调推进的工作格局。

平原涌绿潮平原涌绿潮 古韵新埇桥古韵新埇桥
宿州市埇桥区高标杆创建省级森林城市宿州市埇桥区高标杆创建省级森林城市

环境如水，发展似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多
年来，宿州市埇桥区委、区政府始终将生态建设当作
头等大事来抓，加强领导，科学规划，精心组织，多措
并举，积极动员全区人民大力开展造林绿化工作，不
断加强森林保护，坚持依法兴林，依法治林，创建省
级森林城市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以行动践行全国绿化模范示范带动作用
两年来，累计完成造林18.83万亩（含四旁、农田林

网栽植）。封山育林1.4万亩；现有林培育1.7万亩 ；建
设完善农田林网30万亩；全区共建设森林示范长廊
320公里；创建省级森林城镇示范镇9个,省级森林村庄
示范村29个，投入各类资金8.5亿元。目前，全区森林
覆盖率达到25.86%;活立木蓄积量达445.9万立方米;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39.5%，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
14.8平方米,中心城区人均公共绿地9.81平方米，城市

道路绿化率100%,骨干河道绿化率95%以上。
努力终有收获，由于造林绿化业绩突出，该区先

后获得“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县”、“全国平原绿化百佳
县”、“全国杨木产业示范区”、“全国绿化模范县
（区）”的称号。一块块国家级绿化奖牌的获得，是一
届届政府的正确领导，是一代代林业人的不懈努
力。187 万埇桥儿女正以行动践行全国绿化模范县
（区）的示范带动作用。

加强领导，科学规划，创森工作稳扎稳打
据了解，埇桥区委、区政府成立创森工作领导小

组，前期开展细致调研，按照“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
市拥抱森林”的总要求，结合埇桥区的城市风貌和历
史文化特征，以“依山襟水，汴流古韵新埇桥；杨木果
香，绿满田园森林城”的建设规划为理念。 设计“一
核多点，三轴穿城，三屏拱城，三网筑城”的基本构
架。形成以核心建成区、森林长廊、森林屏障、森林
村镇构建的城市森林生态网络体系。统筹兼顾、科
学规划、合理布局，明确创建任务，做到组织框架清
晰，全区创建一盘棋，合理有序，创建工作有条不紊。

结合埇桥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区政府
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的
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快国省道绿化提升及种苗基地
建设的实施意见》，实行政策引领和扶持。同时，建
立了政府引导、多元参与、市场运作的机制，实现了
植树造林由主要依靠行政推动为主，向行政推动与
市场机制相结合、突出政策驱动转变，大大提高了全
社会参与植树造林的积极性。

发挥优势，生态效益和经济利益同步显现
只要勤劳肯干，绿水青山是就金山银山。丰富

的森林资源带动林业产业迅猛发展，埇桥区将林业
产业作为的“双首位”产业之一，持续发展家具板材
业，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形成了以原材料
资源培育为基础、产品深加工为带动、科技进步为支
撑、大企业为龙头的板材及家具产业发展格局，建成
了顺河、符离板材工业园、绿色家居园和汴河家具产
业园。全区现有木材加工企业 300 余家，其中规模
以上企业64家，安徽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5家，安
徽省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4 家，市级龙头企业 23
家，板材产量达200万m3，年出口创汇超过8000多
万美元。埇桥区已成为安徽省杨树生产、木材供给
和杨木加工的重要基地，实现了杨树种植面积、杨木
储蓄量、杨木加工产值三项全省第一，2016 年林业
总产值突破 151 亿元。产业链条的形成，林权制度
改革的顺利推行，让丰富的林木资源，成为农户的钱
袋子。

创建工作无止境，埇桥区将以创建省级森林城
市为契机，始终坚持生态优先、发展优先、惠民优先
的原则，为打造天蓝、水碧、山青、城美的宜居埇桥，
生态埇桥，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