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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叶翔 记者 赵莉） 记者昨

日从省民政厅获悉，我省将探索建立民间

信息员队伍，增设临时救助点，以更好地帮

助流浪乞讨人员。

记者了解到，随着寒冬的来临，全省各

地市救助站求助者大幅增加，不少救助站

大呼压力较大，救助设备难以跟上。

民政部门将动员社区居委会、社会组

织、志愿者和热心群众积极参与救助服务；

发动环卫职工、公交出租司机、夜间安保人

员提供流浪乞讨人员求助线索；探索建立

民间信息员队伍，采取激励、奖励措施，鼓

励其做好报告、引导和应急服务；有条件的

地方，在流浪乞讨人员、外来务工人员集中

活动区域增设临时救助点、流动救助车，把

救助服务做实做细。

又讯（叶翔 记者 赵莉） 记者昨日从

省民政厅获悉，从现在开始，我省将采取逐

一评估孤儿寄养家庭、逐户走访散居孤儿

等措施，以确保被寄养儿童的身心健康成

长，保障孤儿安全。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此次排

查，我省将逐一重新评估孤儿所寄养的家

庭，确保被寄养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加强

家庭寄养管理，对于开展家庭寄养工作的

儿童福利机构，要与寄养家庭签寄养协议。

同时，民政部门将对所有社会散居孤

儿开展逐户、逐人走访，切实帮助他们解决

困难。另外，即日起，我省将对各级儿童福

利机构运营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改善农村基本条件

以小城镇为依托，对生存条件恶劣地

区的扶贫对象实行易地扶贫搬迁，加快新

农村建设，加强农村生产生活服务建设，大

幅度提升片区生产和生活条件。大力实施

以工代赈工程，着力推进农村公路标准化

建设，修建一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推进土

地整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开展小流域治

理示范工程和片区综合开发；实施水、电、

气、路、房和环境改善工程，改善人居环境。

促进人力资源开发

把提高劳动者综合素质和培养自我发

展能力作为促进就业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的着力点，大力发展劳务经济，积极推进农

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开发式扶贫。积极整

合扶贫开发资源，深入开发农村人力资源，

拓展创业、就业渠道，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

镇集中，推动转移式脱贫。

促进公共服务均等

按照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均衡配置、

资源共享的原则，以发展社会事业和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为重点，统筹各类公共服务

资源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合理配置，集

中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改善人民生产生活

条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完

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支持有条

件的县（区）优先纳入国家新农保试点。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围绕规划目标和任务，加大政策扶持

力度，除了享受国家连片特定的扶贫开发

政策，对深度贫困地区实行差别化重点扶

持。着力加大中央财政均衡性财政转移支

付力度，提高省级财政转移支付水平，加快

建立和完善片区内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

制；加大中央、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及省直

单位对大别山片区的定点扶贫，推行集团式

帮扶；鼓励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积极支持片

区发展。 记者 王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帮扶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想彻底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仅靠扶贫是不够的，

更重要的是要开发。省发改委以工代赈处处长余士好表示，大别山片区扶贫规划就是一次“授人以渔”式的

扶贫，将着力推进开发式扶贫、开放式扶贫和开拓式扶贫，确保最困难的地区和人群得到有效扶持。

救助流浪者，我省将建立民间信息员队伍

提供流浪者线索有机会获奖励

围绕大别山片区脱贫致富的目标创新机制

以开发式扶贫实现“授人以渔”

文化、生态、旅游三位一体
安徽旅游产业转型绿意浓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

要》1月15日头条报道 上山看九华，下山

游杏花。元旦刚过，地处安徽南部的旅游名

城池州，在旅游业发展上频频出招，池州市

旅游委员会主任章健介绍说，其中的共同特

点都是深化景区的文化内涵。

九华山在积极深化旅游景区文化内涵，

黄山的路径是特色做精做专，品牌做优做强。

近两年开展的黄山百个亮点打造、百佳摄影点

建设，让更多的黄山美景通过游客的镜头“广

而告之”，实现了文化和旅游和谐发展。

在开发中保护，从文化中挖掘，未来安

徽还计划结合美好乡村建设、千万亩森林增

长工程，推动旅游、文化、生态“三位一体”整

合发展，形成安徽旅游特色竞争力。

中央媒体看安徽

星报讯（记者 祝亮） 记者昨日从省气

象局获悉，经过近两个月的筹备和开发，中

国天气通安徽版正式上线。

中国天气通安徽版内容包括气象预警、

短期预报、空气质量、交通服务、旅游气象等

15个气象服务产品，智能手机用户可以通过

中国天气通主页直接切换到安徽版页面，第

一时间获取安徽地区最新的天气资讯。

据了解，省气象局将继续推进中国天气

通的本地化应用开发，不断更替内容，加快

完善中国天气通安徽版的功能。

手机在手，安徽天气全知晓
中国天气通安徽版正式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