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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市坚持关口前移整治基层微
腐败。严格村级审计，严格村级财务审
查，结合村（社区）“两委”换届，聘请第
三方对反映问题较多村进行重点审计，
实现村级审计全覆盖。启动问责程序，
对相关责任人进行纪律审查，共纪律处
分村（居）干部9人，对涉嫌犯罪的移送
司法机关处理。健全村级监督，强化过
程监督，确保监督实效，村（社区）“两
委”换届选举结束后，及时成立村（居）
务监督委员会。进一步健全完善村级
监督体系，落实“四议两公开”和村级财
务、政务公开制度。加大惩治力度，开
展形式多样、触及灵魂的廉政教育，结
合实际出台《桐城市惩治基层“微腐”实
施方案》，先后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四风”和腐败问题案件7件，给予纪律
处分13人；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9件，给予纪律处分11人。 桐 办

桐城
整治基层微腐败

怀宁县关爱高温生产一线职工。
开展走访慰问，县四大班子领导带头，
以重点工程、重点项目、环卫绿化、公安
城管等户外作业集中行业职工为重
点，走访慰问高温一线职工5000余人
次，走访重点工程项目8个、企业107
家。履行安全职责，充分发挥工会劳
动保护监督检查组织网络作用,深入高
温高空作业、露天施工、危险品储运
等重点场所,开展监督检查,督促用人单
位落实防暑降温主体责任，开展防暑
降温教育培训。悉心做好服务，督促
用人单位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适当减少
高温时段作业和减轻劳动强度。积极
改善劳动条件和作业环境,按规定发放
高温津贴，发挥职工志愿者作用，广
泛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关心关爱高温天
气户外作业职工，目前已发放防暑降
温用品40余万元。 怀 宣

怀宁
关爱高温生产一线职工

旅游带来百业兴
本报记者 查灿华 本报通讯员 聂玲慧

“来，尝一尝我们的糯米封
缸酒，这是10年陈酿哦。”在茶
庄村一处以糯米封缸酒文化为主
题的酒店，安庆市非遗“糯米原
汁封缸酒”负责人涂文生正在忙
着推介“家乡的味道”。

在茶庄村，酿酒曾是家家户
户都会的手艺，据传已在村中传
承了数百年。以前都是酿着自家
喝，从未有人想过做了卖。上世
纪九十年代，随着天柱山旅游业
的兴起，加之村里酿制米酒的传
统逐渐式微，为传承发展好这一
传统技艺，涂文生的父亲涂应修
动起了发展糯米酒的心思。在涂
修应的努力下，1995年茶庄村第
一家封缸糯米酒厂顺利诞生。

“这些年村里游客越来越
多，我家酒厂的生意也越来越
好，2017年还建起了酒店，一到

旺季，日日爆满。”涂文生说，
曾经的小酒厂已发展为公司，年
销售糯米封缸酒三四十吨，营业
额达两三百万元。酒厂和酒店还
带动了周边20余人就业。

在酒厂不远处，贫困户朱灿
也借助五湖四海来的游客发展农
家乐，走上了脱贫奔小康之路。

“刚刚还走了两桌客人呢，
现在是旺季，每天都有人来吃饭
和住宿。”中午1点多钟，朱灿送
走了客人，得以小憩片刻。今年
47岁的朱灿，曾住在大山里，父
母身体不好，家庭收入微薄。
2013年他搬到了山下，离天柱大
峡谷景区只有50米，见村里游客
日渐增多，遂办起了农家乐。起
初只有一层平房，现在已发展至
3层楼房，有8间客房。在房子
周围，他捡拾起别人撂荒的田

地，养鸡种菜，除了供自家吃，
还卖给游客。

“我们提供接站服务，游客
来了还可免费唱歌、烧烤、搞篝
火晚会，因服务周到，回头客很
多。”朱灿说，他还与附近3家农
家乐抱团发展，共享旅游资源，
现在年纯收入有20多万元，摘了

“穷帽”，日子越过越红火。
“在茶庄村，发展农家乐的

有80余户，有数百村民从事旅游
服务业，年旅游收入近1亿元。”
茶庄村党支部书记宋曰凯介绍，
茶庄村地处天柱山南麓，坐落在
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天柱山境
内，村内旅游资源丰富，有天柱
大峡谷、九曲河漂流、吴宕秋
色、桃园湖……村庄内自然景区
吸引着诸多游客慕名而来。

依托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茶庄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将茶
叶、米酒、瓜蒌等打造成了畅销
的旅游产品，同时，农家乐、民
宿也开始集群发展。此外，茶庄
村与天柱山景区联合，以文化为
魂、旅游为体、体育为用的融合
发展模式，举办了国际长板速降
赛、国际越野挑战赛、溯溪越野
挑战赛等高端体育赛事，通过体
育赛事活动与旅游景区结合，打
造了一批具有较高社会化和影响
力的“体育+旅游”新业态。

宋曰凯说，为推动全域旅游
发展，茶庄村将以点带面，首先
从茶庄着手，打造“田园综合
体”。为整合资源，便于招商引
资，计划以村集体名义流转山场
田地。村民每年享受应有的租
金，利用自己的山场田地入股，
从而得到分红。

天柱山 1 号公
路穿村而过，各类
体 育 赛 事 接 踵 而
来，旅游从业者达
数百人，年旅游收
入近1亿元……8月
下旬，记者来到潜
山市天柱山镇茶庄
村看到，这个刚刚
入选第一批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名单
的美丽山村，迎来
了 又 一 个 旅 游 旺
季。旅游为山间村
落增添了活力，也
带来了百业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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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天防暑解暑最好
的食品是什么？提起这个
话题，人们自然会想到西
瓜、木耳、绿豆……而在宿
松县隘口乡清河村，每到酷
暑季节，人们都会选择食用
臭叶豆腐。

品味臭叶豆腐 本报通讯员 孙春旺

臭叶豆腐是什么？它真的
能防暑解暑吗？带着诸多疑惑，
近日笔者来到了宿松县隘口乡清
河村。那天上午，恰逢该村上屋
组村民石的权家里制作臭叶豆
腐，只见五六名妇女正围坐在一
起摘树枝上的叶子。向村民打
听，这是臭叶树，她们准备用它的
叶子制作豆腐。

她们将叶子反复清洗了多
遍，觉得完全洗净后，即放入塑
料盆里，倒入少量清水，然后用
搓衣板将其揉搓成糊状，再用干
净纱布过滤，去掉叶渣。之后，
取适量的草木灰，用水调和均
匀，过滤后，倒进臭树叶汁液中
搅拌。两种物质混合在一起迅
速发生反应，汁液由稀变稠，继
而渐渐凝固。静置不到十分钟，

晶莹剔透、散发出特有清香味道
的臭叶豆腐便呈现在大家面前。

“好爽好吃！真有一种清凉
的感觉！”笔者从盆里小心翼翼
地舀起一块，含进嘴里，滑腻、细
嫩、松软、芳香、清凉的感觉顿时
涌遍全身，不由得赞不绝口。

村支书董方文介绍说，臭
叶树在他们当地又叫观音树、
凉粉树，做出来的臭叶豆腐也
叫观音豆腐；每逢盛夏，人们
为了防暑解暑，都会采摘它的
叶子制作豆腐。新鲜的臭叶豆
腐不用放任何佐料，就能生
吃，吃起来有一种特别香的味
道；也可以与糖、蒜等凉拌生
吃，还可以放入锅中用辣椒一
起烧煮，或用香菇、肉丝、鸡
蛋一起制羹汤。用它做出来的
菜，药食兼备，其味极鲜，具
有养颜驻容、清热解毒、明目
去火、开胃生津、润肺止咳等
功能，是真正的绿色健康食
品。当地村民一般都将做出来
的臭叶豆腐放到冰箱里保存
着，每当从地里干完活回来，
就吃上几口，以解暑。

“臭叶豆腐是宿松县知名的
特色食品，村里准备利用臭叶豆
腐的品牌效应，打造乡村旅游项
目，带动山区群众脱贫致富。”
谈到今后的发展，董方文说。

影像志

宿松县织好“四张网”全力打好抗
旱保水战。落实“责任网”，形成抗旱工
作合力，建立健全县、乡、村三位一体的
抗旱工作体系，加强水情、墒情、旱情监
测，通过手机每日发布抗旱信息，适时组
织分析研判，全面掌控旱情动态。用好

“调度网”，科学有效调度水源。全面加
强山塘水库、江堤河塘巡查检查，科学调
配好现有抗旱水源，累计引水量与已灌
溉面积持续扩大；抓住台风有利时机，进
行人工增雨作业，保障各地农业生产用
水和农村生活用水。结合两河流域水事
违法专项整治行动，落实水源地管理责
任，制止水源地保护区预埋死猪违法事
件1起，并对当事人进行宣传教育。提升

“满意网”，切实解决群众需求，加强抗旱
设备检修，开展渠道清淤、疏浚和清障，
组织抗旱服务队深入一线，及时开展应
急提水、抗旱浇灌等服务。 宿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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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好抗旱保水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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