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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播新新闻

本报讯 9月2日，岳西县
召开第四批党建工作指导员动
员部署暨岗前培训会，对该县
61名第四批党建工作指导员进
行动员部署和业务培训，并开
展应知应会知识测试。

从会上获悉，根据安庆市委
组织部、市委非公工委统一安排

部署，今年岳西继续向非公企业
和社会组织派驻61名第四批党
建工作指导员，旨在加强党建工
作指导员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党
建工作指导员作用，不断提升非
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水
平，服务促进非公企业和社会组
织发展。 （通讯员 刘辰）

岳西向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
派驻61名党建指导员

日前，岳西高腔传承中心排练现
场，演员们随着锣鼓声，唱念做打，有
板有眼。虽然天气炎热，条件简陋，但
演员表演一丝不苟，帮腔和伴奏十分
卖力，排练现场气氛热烈。

安庆市黄梅戏展演周将于国庆节
期间举行。岳西高腔传承中心精心挑
选《拜月记》《琵琶记》里的《扯伞》《南山
别》两部折子戏参加地方稀有剧种展
演。高腔传承中心对人员和乐队，包括
帮腔进行认真部署和安排，目前正在进
行细致地打磨，力争在黄梅戏展演周期
间高质量地呈现给广大观众。

岳西高腔起源于青阳腔，迄今已
经有300多年。早期的岳西高腔是由
乡土文人坐在一起“围鼓坐唱”，以说
唱叙事。后来，在热闹的民俗活动中，
岳西高腔发展为载歌载舞、戏舞结合
的表演形式。一唱众和，锣鼓伴奏，

“唱、帮、打”的特色，加上其极高的戏

剧学、音乐学、民俗学、文化学和社会
学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突出的艺术价
值，岳西高腔被戏曲专家称为戏曲史
上的“活化石”。2006年 5月，岳西高
腔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

岳西高腔传承中心自2010年成立
以来，以拯救和传承岳西高腔这一中
国民间文化艺术瑰宝为己任，努力让
岳西高腔焕发勃勃生机。

“暑假来这里学习岳西高腔，我很
自豪也很有成就感。岳西高腔是我们
的文化瑰宝，我们要学习并将之传承
和发扬。”岳西县实验小学学生徐子娴
说。今年，岳西高腔传承中心开办为
期1个月的暑期公益培训班，吸引该县
16个中小学生来学习岳西高腔。中心
在有条件的学校成立岳西高腔兴趣小
组，每周邀请岳西高腔传承人来学校
上课。近年，中心累计培训青少年近

千名，让孩子们从小感受非遗魅力。
岳西县委、县政府先后出台《关于

进一步加强岳西高腔保护工作的意
见》等系列重要文件，积极开展“非遗”
保护工作。岳西高腔传承中心加大创
作力度，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
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高腔剧目。高腔
中心将非遗保护传承和文化惠民工程
有机结合，送高腔演出进乡村、进景
区，使更多人了解、喜爱岳西高腔。

近年，岳西高腔传承中心在完成
县域岳西高腔资源的全面调查后，规
划编辑出版《中国岳西高腔剧目集成》
《中国岳西高腔音乐集成》《中国岳西
高腔古抄本选粹》。《中国岳西高腔剧
目集成》《中国岳西高腔音乐集成》被
文化部征集为中国非遗保护学术成果
展展品。接下来，中心正着手编辑《中
国岳西高腔志》。

岳西现发展民间剧社13个，成员

300多人，高腔传承中心在业务上进行
指导，并为每剧社配齐设备。近年，中
心组织岳西高腔民间剧社举办展演3
届。在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田
头中心学校参演节目《八仙庆寿》获全
国第二届青少年戏曲嘉年华最佳组织
奖。岳西高腔传承中心年均参加国家
级展演活动4次，下半年将参加全国高
腔展演和省级非遗戏曲非遗成果汇报
展出。

近年，岳西县获批国家“非遗数字
系统试点”单位、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安徽省首批“非遗”(岳西高腔)传习
基地。“我们要加强责任意识，传承好
和弘扬好优秀文化，把岳西高腔的名
片越擦越靓。”岳西高腔传承中心主任
王庆生说。通讯员 吴传攀 王节晴

岳西高腔：

弘扬传统文化 绽放古老非遗

本报讯 日前，岳西县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退宅还
耕）节余指标，在安徽省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再次成功交易，
合 肥 市 长 丰 县 竞 得 岳 西 县
1201.3470亩节余指标。

这次成功交易，是岳西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用好、
用活增减挂钩政策，支持扶

贫开发工作的又一次有效实
践。通过将城乡建设用地增
减挂钩节余指标在省域范围
内有偿交易，进一步释放岳
西县农村土地红利，实现土
地节约集约利用，巩固该县
脱贫攻坚成果，增强了农民
获得感。

（通讯员 吴传攀 王节晴）

岳西县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指标交易再创佳绩

本报讯 日前，从岳西县
政府出台的《关于建立健全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长效管理投机
的实施意见》获悉，该县将建
立健全农饮长效管理机制，不
断提高农村供水质量与服务水
平，进一步巩固该县脱贫攻坚
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该县计划通过 3 年努力，
建立健全“一个体系、三个体
制”，即：区域 （城乡） 统
筹、设施完善的供水工程体
系，管理专业、运行规范的工
程管理机制，责任明确、分工
协作的监管责任机制，财政扶

持、要素支撑的政策保障机
制。2019年完成区域农村供水
规划，供水规模化区域做好小
水厂整合前期工作，小型供水
设施完成硬件巩固提升，实现
供水正常化。2020年，基本完
成各类供水区域设施的巩固提
升工程建设，同步完成各类水
厂兼并整合和关停工作。2021
年，基本完成“一个体系、三
个机制”的建设目标。

岳西县自2006年实施农村
饮水工程以来，目前已解决33
万多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通讯员 崔泽惠 王节晴）

岳西建立健全农饮长效管理机制

在岳西县黄尾镇黄龙村，提起村
党支部书记汪前进，村民无不竖起大
拇指，老汪干实事、热心肠，是至诚
为民的好书记。

汪前进，1963年生，现任岳西县
黄尾镇黄龙村党支部书记。自1988年
担任该村党支部书记以来，他率先垂
范，团结带领黄龙村“两委”一班人
改变村级贫困落后面貌，群众生活幸
福指数大幅提升。

初心不改办实事

9月，黄龙村翠绿的茭白禾在微
风下飒飒作响，400米长的防洪堤依
黄龙河而建，宽敞干净的道路通村入
户，一派乡村振兴景象徐徐拉开。30
多年来，黄龙村在汪前进和历届村

“两委”班子的努力下，从培育主导
产业、着力改善民生、壮大集体经济
入手，带领全村群众走上康庄大道。

30年，时代在变化，汪前进从未
改变对群众的满腔热忱和对党的事业
的热情忠诚。汪前进高中毕业后，回
乡任民办教师5年，应党委号召和群
众期望，1988年2月，他任黄龙村党
支部书记。

上任伊始，黄龙村无办公场所不
通路没有电，汪前进和村“两委”三
人，借用农户家闲置的老房子办公。
1991年，他组织动员全村群众，修建
第一条通村路，改变黄龙村人肩挑背
驼的历史。1996年，他组织架设高压
线，实现户户通电。

2005年，黄龙村与原吴冲村撤组
并村，村民组增加至17个。汪前进实
地调查摸索，因吴冲片海拔高，他因

地制宜确定以发展茭白为主导产业。
该村项冲组汪长勤，家里三口

人，妻子生病不能从事农活，属建档
立卡贫困户。过去，他家种植水稻，
一年下来只有千元收入。2014年，汪
前进立足他家实际情况，鼓励他利用
废弃桑枝、柴禾发展香菇，每年生产
香菇两万棒，并向他提供市场信息，
帮助销售。他家年均收入6万元，于
2015年成功脱贫。

在汪前进的推动下，全村茶叶、
茭白、香菇以及特色养殖业蓬勃发
展，每户至少有两种以上的稳定产业
发展项目。黄龙村于2016年实现贫困
村出列，2017年高质量通过第三方复
核验收。

真抓实干著文章

黄龙村地处偏僻，距离集镇6公
里。全村辖17个村民组，279户 1126
人。2014年，建档立卡贫困户108户
314人

要想富先修路。2017年，汪前进
协助修通梓树至黄尾高速出口连接
线，过境9公里，实现占山占地“零
补偿”。投入280万元拓宽改造进村道
路，预计于11月份完工。如今，该村
90%水泥路通到农户家门口，组组通
上水泥路。2014年来，累计投入180
万元，用于修复水毁堰渠、治理河
道。建成易地扶贫安置点两处，该村
蔡屋组刘大周家因病致贫，家住危
房，汪前进动员刘大周在内的14户贫
困户搬到安置点。累计为121户实施
危房改造，现全面消除危房。

黄龙村地理环境复杂，水源零

星，为确保饮水安全，汪前进和村
“两委”成员分析酝酿，出台《黄龙
村分散饮水以奖代补实施方案》，整
合扶贫资金16万元，惠及150多户农
户饮水。该村程湾组贫困户许敬中，
过去在自家门前小河挑水吃，不方便
不卫生，该村通过以奖代补实施方案
后，向该户补助1000元，帮助修建水
池，让他家用上了健康安全放心水。

黄龙村是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
点。汪前进和村“两委”将美丽乡村
建设与人居环境整治有机结合，在黄
龙河沿线再建防洪堤400米，改厕140
个，拆除柴棚、脚屋158个，清除垃
圾 15吨，安装路灯50盏，刷新黄龙
谷中心村颜值，有望于今年11月份通
过验收。

汪前进对五保老人格外关怀体
贴，个人多次向五保户、困难户捐
款，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获悉该
村江湾组李运龙夫妇患大病，全家陷
入绝望之地的情况后，汪前进立即组
织本村党员、村民募集救助资金5000
元，送到李运龙的手上，帮助他解燃
眉之急，树立了战胜病魔的信心。

为推进移风易俗，汪前进整合资
金，建设红白喜事暨文化大礼堂，目
前正在添置物品，将于年内运行。他
积极倡导文明新风，弘扬优良家风，
大力提振人民群众精气神。

为民情怀再起航

作为村党支部书记，汪前进始终
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各项工作
的重中之重，不断提高基层组织建设
水平。2017年，该村投入20多万元实

施基层组织标准化建设，建设为民服
务大厅、先锋长廊，修订完善各项管
理制度，更加方便群众一站式办事。

2018村“两委”换届，该村选优
选强村“两委”班子。汪前进力荐大
学生回归工程人员赵月丽参选村委会
主任，并高票当选。目前，该村“两
委”班子5人，交叉任职两人，两委
班子结构合理，年龄和学历得到优
化。

汪前进和村“两委”班子扎实推
进脱贫攻坚，该村各项事业稳步推
进。积极整合资源和项目，通过发展
光伏、资产收益、建设茶厂等途径，
该村集体经济收入从 1.2 万元增加为
23万元，今年有望突破30万元。目
前，该村贫困发生率由 27.89%降至
0.62%。

在村任职 30 年就是服务群众的
30年。30余载里，汪前进尽自己最大
的努力服务农村、服务群众。他坚持
值班制度，群众需求及时答复落实，
田间地头有他穿梭忙碌的身影。

在汪前进的带领下，黄龙村工作
多次位列全县前列，屡次受到上级表
彰。该村多次被岳西县委评为“创先
争优基层党组织，“五个好”村党组
织，2018 年获黄尾镇综合考核第一
名。他本人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
员”，7次荣获“十佳村党组织书记”

“十佳村主任”。
“我们将以建设省级美丽乡村为

契机，大力招商引资吸引社会资本参
与，努力将黄龙村打造成休闲度假、
观光体验、居家养老于一体的乡村旅
游示范村。”汪前进说。

通讯员 吴传攀 王节晴 徐仿舜

汪前进：至诚为民三十载

日前，岳西县古坊乡红心猕猴
桃基地，高山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查看猕猴桃长势。合作社
吸引 30 户农户加入，其中 20 户是
贫困户。今年该乡猕猴桃可销售5
万斤，收入将达100万元。

眼下，岳西县毛尖山乡王畈葡
萄园里的葡萄成熟，吸引大量游客
前来采摘。王畈葡萄园采取“公
司+农户+村集体”模式，发展葡萄
基地100余亩，吸纳当地村民30多
户，人均（年）收入1.5万元左右。

岳西县古坊乡古坊村瓜蒌基地，
瓜蒌长势喜人。该村通过“三变”模
式，带动村民以土地折资入股，发展
瓜蒌50亩，年底享受6%的保底分红。
（通讯员 吴传攀 程暑炜 摄）

“金果子”
助民脱贫致富

本报讯 日前，岳西县举
行专业技能型和专业服务型新
型职业农民第二阶段培训班，
共计300人培训任务。

培训班邀请该县有关专业
讲师和省师资库讲师，为学员
上理论课。培训班开设农民手
机应用课程，普及手机运用知

识。组织全体学员到合肥果玩
综合体和三瓜公社基地参观学
习，通过“听、看、议、思”四个途
径，让学员提高理论认知水平，
进一步开阔眼界、更新观念。
活动还向每位参训学员颁发新
型职业农民培训证书。

（通讯员 吴传攀）

岳西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本报讯 石关乡扎实推进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民生工程，不
断提升贫困人口的健康保障水
平。该乡对贫困人口中的老年
人、高血压、糖尿病、精神病等重
点人群每年四次随访，开展测血
压、血糖、血脂等多项健康检
查。面对面开展健康教育宣传，

指导慢性病人服药，定期复查。
同时，对贫困人口中的非重点人
群每年上门免费体检一次。

目前，石关乡签约2127人，
贫困人口签约率67%。下一步，
该乡努力做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应签尽签，实现贫困人口全覆盖。
（通讯员 王节晴 熊凤霞）

岳西石关乡推进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民生工程

本报讯 岳西县姚河乡扎
实开展2019年计生“三项制度”
政策兑现工作，确保每位符合条
件的计生家庭及时享受政策。

该乡加强领导，成立计生
“三项制度”工作领导小组，负
责组织指导各村开展“三项制

度”政策兑现，严格落实“谁调
查、谁负责，谁审核、谁负责，谁
签字、谁负责”要求，做到“严格
要求、认真把关、坚持标准、不
错不漏”，确保按时完成2019年

“三项制度”工作任务。
（通讯员 林智勇）

姚河乡强化“三项制度”政策兑现

本报讯 岳西县莲云乡积极
倡导健康老龄观，关爱老年人健
康，营造尊老敬老良好风尚。

该乡计生协联合乡卫生院
为辖区老人提供免费体检，开
展系列常规检查，针对检查问
题一对一进行健康指导和干
预。不定期走访慰问特殊家庭

老人，向他们送去慰问品和祝
福。积极开展主题宣传，倡导
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提升老
年人的科学健康素养。开展

“五好家庭”评比、道德讲堂活
动，宣讲尊老敬老风尚，弘扬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
（通讯员 储诚新 王节晴）

岳西莲云乡营造尊老敬老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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