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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张发平 文/图）6月11日，天蒙蒙

亮徐家龙就早早起床。给瘫痪在床的妻子穿好衣

服，把她抱到躺椅上，给她洗脸、刷牙、喂稀饭……在

安顿好家务事后，他骑着电瓶车驶往一公里之外的

鸡棚，开始他忙碌的一天。

徐家龙今年 40 岁，原是巢湖市柘皋镇兴坝村塘

头赵自然村一位贫困户。15 年前，他还拥有一个幸

福美满的家庭。2005年，妻子沈二宝因为车祸，加上

伴有慢性脑梗死而卧床不起。此后，他不但照顾着

妻子的生活起居，还扛起抚养女儿和照料多种疾病

缠身的外祖父重任。2015 年 1 月份，徐家龙在清理

塘头时不慎被吸泥机把左腿吸掉，造成二级残疾，安

装了假肢。“妻子瘫痪在床，女儿还在上学，外公年迈

体弱，父母年岁已高，他们都需要人照顾，这些担子

我不扛，谁来扛。想想这些，只有咬紧牙齿往前走。”

在村外的一个养鸡棚内，徐家龙一边给鸡喂水、喂饲

料，一边坦言道，那段时间自己确实非常消沉，一度

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想出门。

就在他陷入极度悲观的时候，镇、村干部不仅送

来了党和政府的扶贫政策和关怀，还经常来到他家

和他聊天、鼓励他。交谈中，村干部了解到徐家龙曾

经贩卖过鱼虾，且对龙虾养殖比较感兴趣，就鼓励他

自力更生。不久，扶贫工作队把他送到市里举办的

龙虾养殖培训班培训，并在资金、鱼塘、贩卖上给予

帮助和协调。

2016 年，这位“单脚”硬汉站了起来，搞起 20 亩

水面龙虾养殖，当年就挣了一万多块钱，2018年他被

评为自力更生示范户。如今，他的龙虾养殖水面已

经扩大到 34 亩。“党和政府的扶贫政策这么好，给我

们家庭这么多关怀和帮助，我应该倍加努力，自力更

生。”这两年，徐家龙除了养殖龙虾外，还种植十几亩

田玉米，养了两千多只鸡。

“人要往前看，想过上好日子，就得奋斗，该干还是

要好好干。”去年，徐家龙靠养殖龙虾和鸡，一年收入就

有三、四万元。为此，他再次被评为自力更生示范户。

巢湖“单脚”硬汉踩出金色脱贫路
星报讯（吴晓珍记者马冰璐）6月14日是第17个世界献血

者日，昨日，记者从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获悉，我省无偿献血者临

床用血费用医院直免工作已陆续在首批22所三级医疗机构开展。

昨日，来自巢湖的褚先生的妻子从安医大四附院办理出院，

直接在医院窗口报销了2545元用血费用，因此成为我省用血直

免政策第一位受益人。褚先生一直是无偿献血的热心人士，曾

捐献过2个治疗量的机采血小板，这次妻子住院输血费用2670

元。根据《合肥市献血条例》规定，无偿献血者配偶和直系亲属

临床用血，按照献血者的献血类型及献血量等量或者折合相应

血量免交规定的费用。妻子从安医大四附院办理出院手续后，

褚先生把户口簿、自己的献血本、夫妻关系证明等材料交给窗

口工作人员，很快，便收到了2545元现金退款。

据了解，在以往，褚先生需要先垫付用血的费用，再提交医

院出具的用血发票或清单、无偿献血证、身份证、关系证明等七七

八八的材料才能到中心血站报销用血费用，难免要来回奔波，耗

费时间和精力。血费直免工作的推行，让献血者及其家属不出医

院即可实现用血费用的直接减免，不仅为献血者免去了奔波之

苦，而且缓解了部分经济困难的群众垫付用血费用的资金压力，

真正实现了“一个窗口受理、一次性告知、一站式服务”。

当天，全国统一的电子无偿献血证启用。献血者可登录国

家卫生健康委网站、中国政府网、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和支付宝、

微信、百度小程序进行查看。

全省首批血费直免22所三级医疗机构名称：安医大一附

院、安徽省立医院、蚌医一附院、皖医弋矶山医院、安医大二附

院、安医大四附院、安徽省肿瘤医院、安徽省胸科医院、安徽省

儿童医院、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蚌医二附院、皖医二附院、中

医一附院、中医二附院、安医大附属阜阳医院、安医大附属巢湖

医院、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铜陵市人民

医院、安庆市立医院、阜阳市人民医院、合肥市妇幼保健院。

报销不用奔波！
我省首例血费直免报销成功办理

星报讯（记者 张发平）马鞍山市自去年8月

29日全面启动电动车综合治理工作以来，基本实

现了“三下降、两提升”的目标。截至今年5月31

日，该市城区已上牌电动自行车达到 42 万辆，上

牌率达到 93%以上。全市共发生涉及电动车一

般程序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

同比分别下降47.7%、46.6%、50.7%。

据该市电动车综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

关负责人介绍，该市以宣传引导为先，营造良好

舆论环境。提前启动综合治理工作社会宣传，适

时推出“一问一答”式宣传，并按照不同阶段工作

重点变化，针对性调整宣传主题，社会各界对综

合治理工作的认同感和支持率不断提升；源头治

理为基，规范市场销售行为。持续推进销售源头

严管，多轮次开展执法检查120余次，全市范围非

新国标电动自行车销售行为基本禁止。以上牌

服务为要，推动全面纳入管理。先后开辟交警登

记点、带牌销售点、社会代办点、皖事通APP预约

等多元化登记方式，并将上牌服务延伸至社区、

企业、单位。将路面执法和登记服务两项工作联

动推进，做到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累计查处电动

车行人交通违法 3000 余起，罚款 10 万余元。还

建立共享电动车行业准入、总量控制和集中上牌

等管理机制，对城区1000余辆快递电动三轮车、

600 余辆环卫保洁电动三轮车实施“统一外观标

识、统一购买保险、统一备案管理”三统一制度。

含山：
政务服务7×24小时“随时办”

星报讯（窦念淦）近日，马鞍山市含山县政务服务

中心 7×24 小时自助服务大厅升级改造完成，正式对

外开放。自助服务大厅位于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西

侧，面积 60 平方米，大厅内设有自助终端设备、银行

ATM 机和便民服务设施，目前提供税务自助服务、出

入境自助签注、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等，并可通过自助

服务终端进行线上办事，下一步将持续扩大自助服务

范围，梳理更多高频热点事项自助办理。自助服务区

实行全天候24小时开放，企业和群众可在任意时间前

来办事，真正实现政务服务不打烊。含山县加快推进

“互联网+政务”改革，大幅压缩政务服务审批事项、办

理环节、办事时间，陆续推出企业开办一日办结、工程

建设项目一网审批、水电气电视一窗过户等，全县营商

环境得到持续优化。

星报讯（廖凌云 记者 吴传贤）日前，淮南

市质量发展委员会根据淮南市政府《开展质量提

升行动推进质量强市建设实施方案》印发了《开

展质量提升行动推进质量强市建设2020年重点

工作安排》（以下简称《工作安排》），该《工作安排》

将全年任务细分为 4 个方面 53 项举措，明确了重

点工作，细化各部门任务分工，提出相应的工作

措施，全面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加速推进质量强

市，着力提升该市产品、工程、服务质量水平。

今年，质量强市建设主要从全面提升产品、

工程和服务质量，坚决破除质量提升瓶颈，改革完

善质量发展政策和制度及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四个

方面入手。据介绍，2020 年，淮南市计划新培育

“三品一标”农产品41个以上，力争年底全市地理标

志农产品登记保护总量超过4个。加强监督检查，

推动地方特色产品质量提升。全年培育示范小作

坊10家以上，鼓励小作坊提升优化。培育工业精

品，鼓励该市制造业优势企业申报安徽省制造业

高端品牌企业，引导企业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

识。积极申报驰名商标及省商标品牌示范企业。

鼓励更多的市场主体申报自主品牌商标，2020年

商标申请量预计将达到 4500 件。推进品牌经济

比重不断提升，提高淮南品牌市场占有率。加快

建立现代先进计量社会公用标准体系，完成全市

拥有社会公用计量标准110个目标。强化工程建

设全过程质量监管，坚持示范引导提升工程质量

水平，深入开展工程质量通病治理，确保大中型工

程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率保持100％。推进农村电

商提质增效，开展农村电商示范创建，培育3个示

范镇、10 个示范村；推广“电商企业+基地+合作

社+农户”等利益联结机制，助力农产品上行。

2020年是淮南市委市政府《开展质量提升行

动推进质量强市建设实施方案》攻坚之年，收关

之年。此次出台的《工作安排》，将进一步贯彻落

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淮南市质量强市建设决策部

署，进一步明确了淮南市质量提升行动各项目标

任务和时序进度，形成了各负其责、联动推进的

质量共治格局。

马鞍山电动车综合治理实现“三下降、两提升”

淮南奏响质量强市建设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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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市第一家县级护林大队
在泾县挂牌成立

星报讯（曹开发）近日，泾县为推深做实林长制改

革，将生态护林员纳入林长制“一林一员”安全巡护组

织体系统筹管理，根据《安徽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

护林员选聘管理办法》，有关县级成立护林大队、乡级

成立护林中队、村级成立护林小队。该县级护林大队

长是由副县长、县级副总林长马文波兼任，副大队长由

该县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叶林兼任，各乡镇乡级副林

长均为该大队成员。这是泾县在宣城市率先成立的第一

家县级护林大队。护林大队的主要职责是领导和组织全

县各乡镇护林中队开展各项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工作:指

导和监督各乡镇护林中队组织体系建设;定期负责对各

乡镇护林中队履职管理情况的考评和年度考核工作;建

立全县生态护林员履职情况不定时巡查督查制度，采取

明察暗访等方式，对生态护林员上岗履职管理情况进行

巡查督查，促进护林员队伍建设规范化，常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