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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鸿）近日，田家庵区迎来一个重要
的民生里程碑——全市首家区级12338妇联维权服务
中心在该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成立。这一中心的
成立，标志着田区在维护妇女儿童和家庭权益方面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为我市妇女儿童和家庭提供了一个
更加便捷、高效的维权平台。

田家庵区 12338 妇联维权服务中心严格按照省妇
联的建设要求，整合多方资源，统一使用 12338 标识，
集信访接待、婚姻家庭纠纷调处、法律咨询、法律援助、
普法宣传、心理疏导等功能于一体，形成了“一站式”维
权服务模式。这一模式的建立，不仅进一步拓宽了妇
女儿童和家庭的维权渠道，还显著提升了妇联组织维
权服务的规范化、专业化、便利化水平，有助于增强妇
女儿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田家庵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在此次整合中发
挥了积极作用，协调了区法院、检察院、公安分局、司法
局、妇联等多个部门资源，共同打造了巾帼婚姻家庭调
解室、物业管理调解室、劳动争议调解室等6个专业调
解工作阵地。这些阵地的建立，将积极推动群众诉求
的“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服务”，为群众提
供更加全面、细致的维权服务。

田区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积极整合
律师、心理咨询师、婚姻辅导专家等专业力量，与司
法、公安、法院、检察院、民政等部门紧密联动，以维权
服务中心的成立为契机，积极回应广大妇女儿童的维
权需求，把做好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工作作为参与
基层社会治理的有力抓手，努力构建婚姻家庭纠纷多
元化解工作新格局。

我市首家区级妇联维权服务中心成立

农产品生产与市场脱节，
是许多农民朋友的烦心事。如
何理顺农产品生产与销售一条
龙，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置身
其中，引导流通，往往事半功
倍。我市寿县板桥镇邹祠村在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驻村工作
队及村“两委”的带领下，将甘
蔗种植作为增收产业，并与爱
心企业合作，由爱心企业采购
产品，助力销售一路畅通。

处于市场前沿的企业，在
击风搏浪中生存发展，往往具
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知道当
前市场需要什么，什么样的缺
口是难得的商机，未来市场需
求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如何
源源不断提供市场需要的商
品，进而拓展产品和品牌的知
名度、影响力……企业收购农
产品，进行加工销售，会从市场
需求的角度对产品提出标准和
要求，有助于提高种植水平和
农产品质量。由企业提出“订
单”，农业主管部门、驻村工作
队和村“两委”对育苗、施肥、灌
溉、防病虫害等田间管理进行
指导帮扶，保障农产品的产量
和品质，从而生产出受市场青
睐的产品。企业参与引导生
产，也起到决策“管家”的作用。

其次，企业主导市场销路，
实现对农产品的加工、包装、提
升附加值，实现产销一体，无疑
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而顺
畅的产销流程，既可以为农产
品销售“兜底”，给农户吃下定
心丸，又可以迅速实现农户经
济收入，让他们脸上有笑、心中
有光，从而激发劳动积极性。

再者，由政府指导，企业可
以考虑与种植户的深度合作，
提升种植生产的规模化与组织
化水平，考虑推广“公司+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
努力把相关种植发展成为特色
农业支柱产业，化作农民增收
亮点。

企业消费帮扶，引市场之
“智”，重农户之“利”，筑产销之
“园”，兴发展之“潮”，在农村产
业发展和乡村振兴中精于谋
划，主动作为，奋力开拓，不仅
是乡村振兴之机，也是自身发
展之幸。

积极消费帮扶
唱响兴农之歌

本报讯（记者 孙鸿 摄影报道）1月15日上午，市民
政局、市检察院与市未保中心在凤台县左集中学联合举
办了驻校检察工作站揭牌暨法治冬令营开营仪式。此
举旨在加强新时代法治校园建设，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提供全方位保护。

活动现场，市未保中心与市检察院代表共同为
工作站揭牌，并向出任该校法治副校长的两位检察
官颁发了聘书。作为全市首个驻校检察工作站，这
一创新举措标志着双方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上的深
度合作，为师生们搭建了一个专业、便捷的法律服务
平台。

“蓝·天使”驻校检察工作站将配备未成年人心理辅
导室等硬件设施，并通过多形式、多渠道的主题教育活
动，如爱国主义教育、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等，全面提升
学生的法律素养和安全防范意识。

该工作站的建立，将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保护
未成年人免受不法侵害。同时，它还将促进司法保护和
学校保护的有机结合，共同为孩子撑起一片法治蓝天。

这一举措有助于推动学校法治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促
进法治精神与人文教育精神的相互融合，为学生开启法
治教育新篇章。

“蓝·天使”法治护航伴成长

向出任该校法治副校长的检察官（图左）发放聘书

近日，淮南师范学院
开展了以“万福迎春 情
满师院”为主题的写春联
活动，一副副对联、一张
张“福”字，为即将到来的
蛇年春节增添了浓浓的
喜庆氛围。今年，该校师
生还以战国时期楚系文
字“福”为蓝本，书写了极
具楚风的“福”字。质朴
古雅、线条流畅的“福”字
既彰显了淮南深厚的历
史文化魅力，又为广大师
生送上了别具一格的新
年祝福。
本报记者 廖凌云 摄影报道

楚“福”迎春

万 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