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柱大峡谷雨后观瀑，潘铺荷花
园清凉一夏，官庄豆腐街梦见乡愁，
水吼乡村游野趣盎然……漫步潜山
市，你会发现，无论是日新月异的现
代街区，还是历史悠久的古镇老巷，
抑或民宿资源丰富的山区乡村，一张
以重大文旅项目为主线的“产业网”
脉络逐渐清晰，产业效益日益凸显，
旅游城市形象愈发饱满。

近期，梅雨初歇，炎夏来临，天
柱山迎来了今年的客流高峰。在各景
区景点，游客人头攒动，随处可见一
二十人以上的旅游团队。其中，合
肥、南京、武汉等地的中短线省内外
团和以教师、学生、老年人为主的旅
游团成为暑期旅游亮点。据初步统
计，自跨省旅游恢复以来，天柱山每
天接待上山游客近千人，逢周末可达
三至五千人。

为把新冠肺炎疫情对文旅产业带
来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推进文旅产
业健康发展，潜山市认真贯彻“六稳
六保”要求，切实做好文旅融合文
章，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着力
打造文旅强市。该市坚持“生态立

市、旅游兴市”战略，践行“全域旅
游、全业融合、全民参与”理念，以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为契机，实
行全域规划、区域整合、项目打造，
引导山上山下互动发展，山里山外合
作联手，着力打造全域旅游景区链，
将文化旅游打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首
位产业。

截至目前，该市拥有1家5A级景
区、5家4A级景区、11家3A级景区
和40余处乡村景点；相继荣获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全国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示范市、中国县域旅游竞
争力百强市、首批国家美好环境与幸
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培训基地等旅游
名片。2019 年接待游客 1283 万人
次、同比增长20.13%，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127.6亿元、同比增长20.06%。

该市围绕天柱山，以美丽乡村建
设为抓手，着力打造全域旅游品牌，
初步形成生态优先、群众唱主角、产
村融合的“潜山模式”。生态美是最
大优势、最美品牌和最大卖点，该市
在规划建设中敬畏自然、尊重自然，
视山如父、视水如母、视林如子，不

挖山、不填塘、不砍树、不截断河
流、不取直道路，保持原有肌理和风
貌。一些古老村落通过整治建设，变
得清新怡人。以“尊重群众、依靠群
众、为了群众、惠及群众”的理念，
让群众当家作主，同时注重产村融
合，创建农业特色产业村、旅游休闲
产业村、传统手工业特色村和文化特
色村，逐步变“美丽乡村”为“美丽
产业”，全力打造“美丽经济”。

该市把做活全域旅游作为重头
戏，突出做好“四个融合”。即：农
旅融合，依托全市百片美丽乡村和三
个“十万亩”茶、桑、瓜蒌等特色农
业基地，开发休闲度假、健康养生、
农事体验等特色乡村旅游产品。文旅
融合，充分挖掘古皖文化资源，打造
薛家岗史前文化遗址、程长庚及张恨
水故居、山谷流泉摩崖石刻、三祖寺
禅宗文化精品游线。体旅融合，大力
发展天柱山养生功、攀岩、漂流、长
板速降、溯溪等野外体育运动。山水
融合，启动潜水“十里绿道银滩”湿
地公园建设，规划建设下浒山水库

“浒山湖风景区”，打造山水融合新游

线。目前，该市已建成“风景观光、
休闲度假、特色乡村、历史人文”等
旅游板块，培育出国家级和省级特色
景观名镇名村20多个。

今年，该市围绕“全景潜山、全
域旅游”思路，以示范引领为目标，
以融合发展为路径，立足“旅游+”，
丰富全域旅游业态，不仅搅动了旅游
业“一池春水”，也使得每一个乡镇
和村落“怦然心动”，以休闲、娱
乐、体验、度假为主的乡村旅游方兴
未艾，成为农村经济新亮点。疫情好
转以来，该市巧借民俗、花季、文
化、农耕、生态等，充实乡村旅游内
涵，持续开展赏花、采茶、攀岩、漂
流、采摘、美食、民俗等乡村旅游活
动，做大名气，做旺人气。

近期，为落实“六稳”“六保”，
全面迎接跨省游开放后的恢复性增
长，天柱山景区在做好防疫工作的
同时，推出了以漂流冲浪、休闲亲
子、研学科考、爱情旅拍、生态康
养为主题的多条精品旅游线路，进一
步丰富游客体验感。

通讯员 储北平

落 实“ 六 稳 ”“ 六 保 ”

潜山吹响“全域旅游”号角

本报讯 正值暑假期间，位于
潜山市余井镇的九都生态园里，颜
色各异、果粒硕大的葡萄挂满枝头，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拍照，市
民一边享受“乳”动果馅清凉，一边
体验到采摘的带来的快乐。

“我们引进的新品种很吃香，
不但个大味美，且绿色无公害，深
受消费者喜爱，很多外地人都来
这里采摘。“九都生态园负责人朱
邦虎告诉笔者，和普通的葡萄不
同，这里的葡萄无论是从品种和
管理都严格按照绿色有机标准，
味道比普通葡萄更甜更纯正。”今
年开园第一天收入1000多元。

2015年，朱邦虎积极响应发展
现代农业号召，因地制宜采用“公
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在紧邻105
国道一侧流转高塝田发展集展示、
生产、观光、采摘、休闲垂钓等多功

能于一体的农业生态园。经过5
年的发展，农业生态园瓜果飘香、
远近闻名。“今年梅雨季节有点长，
对葡萄挂果有一定影响，但亩均产
鲜果达1500斤没问题，保守估计总
产值可达120万元。”说起葡萄园效
益，朱邦虎信心满满。

余井镇为生态农业大镇。据
该镇农技站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该镇借助城郊优势，从实际出发，
以发展休闲采摘、田园观光为突
破口，鼓励和支持村民在特色农
业上做起文章，先后发展起葡萄
产业、高山菱荷姜、桃园、中医水
稻等新型特色农业近千亩，带动
近 300 多农户就业，户均增收
3000元以上。以绿色农业为特色
的绿色经济成为助力当地乡村振
兴的新引擎。
（通讯员 余叶茂 张自成）

绿色经济助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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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们采用的环状供水，它
优点是供水安全，当某段管道发生故
障时，只要将两端管路阀门关死，断
水的范围较小。而且相对于树状管网
的末端容易出现死水，环状管网的水
质也更有保障。”潜山市水吼镇自来
水厂负责人殷国迎说。

去冬今春，在潜山市水吼镇梅
寨、马潭村，风炮破碎机械在山间
轰鸣，水利施工人员正在破“石”
通管，引水入户。梅寨村与马潭村
仅一河之隔，自来水管夹河而上，
如张开的双臂，环抱成环。“这次工
程在夹河两侧各铺设了十几公里的管
线，投入资金近200万。我们奋战了

三个月，终于赶在春节前，为这2个
村三千多人接上了自来水。”殷国迎
介绍道。

三年前，水吼镇自来水厂规模
小，所处地势低，供水范围小，遇
到枯水期或用水高峰时段，当地居
民饮用水得不到充分保障，饮水安
全也存在较大隐患。殷国迎说，

“2017年我们投入资金近千万元，其
中包括农饮专项资金420万元，新建
了高标准的水吼镇自来水厂，2018年
9 月正式投入使用，日供水量可达
3000吨，供水规模覆盖水吼镇镇区
以及周边6个行政村，近万人用上了
安全可靠的自来水。”

在该市余井镇柴阁村仰冲组，56
岁的脱贫户王高云拧开水龙头，伸手
捧起一抔干净的自来水，激动地说：

“以前我们喝的是‘小井水’，旱时常常
供应不上。多亏党的好政策，我们喝上
了水质好、水量大的自来水，用水方便
多了。”王高云和几十户村民住在半山
腰上，海拔有130多米，水压低、水量
小成为困扰当地供水的难题。为此，余
井镇自来水厂不计供水成本，专门在山
脚下建了二次供水的加压泵房，真正为
村民们解了用水之困。

“今年我的养鸡场存栏量已达到1
万多只，比去年翻了一倍。”几年
来，王高云通过养殖高山土鸡脱贫

致富，往年由于用水不便，养殖规
模一直上不去，如今再也不因缺水
而发愁了。

“解民渴、应民需。”高位推动，
合力攻坚，自2014年以来，潜山市
打响了一场“农村饮水安全精准扶
贫”攻坚战。该市全面落实行政首长
负责制，将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作
为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市委、市政
府一把手亲自抓落实，形成部门分工
协作、各司其职的工作机制。截至
2020年6月，已建成农村集中供水工
程404处，覆盖农村供水人口51.04万
人，2.8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得到保
障。 通讯员 潘艺

水 润 农 家“ 新 画 卷 ”

本报讯 近年来，潜山市按
照“政府引导、金融支持、社会参
与、市场运作”原则，积极推进农
民工创业园建设，推动就业创业
平台提升提级，实现“创业带动
就业，就业推动扶贫”目标，积极
做好就业创业促进民生工程工
作，维护全市就业局势持续稳定。

为奏响潜山人士返乡创业前
奏曲，该市在现有园区提质增效
下功夫，支持农民工创业园基础
设施建设，强化园区各类硬件设
施改造升级，完善企业运营环境，
真正实现“筑巢引凤”。

为保障园区孵化成效，该市
完善人社服务专员制度，帮助园

区企业在用工需求、政策落实等
方面提供帮办代办贴身优质服
务。同时，采取“扶上马再送一
程”方法，加大对园区入驻企业
政策支持力度，在场租、物业管
理、水电费减免等方面打出政策
组合拳，真金白银减轻入园企业
负担，努力做到让返乡创业者投
资放心、发展舒心、生活安心，充
分发挥创业园孵化成效。

截至目前，该市三家创业园
共计吸纳就业1027人，其中贫困
劳动者77人。疫情期间该市免收
37 个入驻创业园创业主体房租
32.8万元。

（通讯员 汪海节 潘艺）

潜山市：
推进创业平台建设 引领创业带动就业

本报讯 “以前在窗口领发
票，高峰期取号、排队浪费不少时
间，现在有了24小时自助区，在自
助办税终端上申领发票一站式服
务，即来即办，还有税务干部手把
手辅导，3分钟就能拿到票，上下
班顺路就能办理，太方便了，为
税务局点赞！”安徽皖国建设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前来领票的办
税人员胡桂元对这次办税体验
竖起了大拇指。

据悉，潜山市税务局依托该
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的“24小时自
助区”，深入开展“便民办税春风

行动”，进一步优化“非接触式”办
税服务模式。他们加强对接联
动，提前谋划，就24小时自助区办
税场地规划、自助设备租用、操作
流程图制作、后续管理等方面，与
数据资源管理局等积极沟通协
调，切实搭建好税务自助服务平
台，打通纳税服务“最后一公里”。

目前，该市税务局已租赁1台
发票代开、2台发票申领自助办税
终端，已为31户纳税人发放增值
税普通发票460份，增值税专用发
票318份。
（通讯员 叶妮 佳伟 陈村）

自助办税带来服务新体验

本报讯 随着升学季的到
来，潜山市紧盯关键节点，坚持重
预防、强监督，为党员干部敲警
钟、划红线，严防“升学宴”“谢师
宴”不正之风死灰复燃。

坚持预防在先。该市对全市
各党组织有子女毕业升学的干部
职工进行摸底登记，及时开展预
防提醒谈话，做到早发现、早提
醒、早预防。通过短信、微信向全
市党员干部发送廉洁提醒短信，
重申纪律规定，切实增强党员干
部抵制“升学宴”“谢师宴”的思想
自觉、行动自觉。强化监督震

慑。该市在全市范围内公开举报
电话和邮箱，畅通信访举报渠道，
鼓励广大群众踊跃监督，采取专
项检查、随机抽查、明察暗访等多
种方式，深入宾馆酒店等重点场
所开展监督检查，让变相操办“升
学宴”的行为无处遁形。严格执
纪问责。该市对发现的有令不
行、有禁不止、顶风违纪的行为，
实行快查快处快通报；对履责不
力的党组织从严追责问责，切实
增强警示震慑效果，释放从严监
督执纪强烈信号。

（通讯员 许莉莉 朱礼普）

严防违规操办“升学宴”“谢师宴”

本报讯 “潜山撤县设市快
要2年了，我最满意的就是雪湖公
园真的在建设了。”潜山市梅城镇
市民许大爷开心地说。

史料记载，雪湖水域曾达千
余亩，是重要水运枢纽。然而，随
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湖面逐
年萎缩，水体日渐污染，今日的雪
湖早已失去往昔“千家楼阁归菱
镜，十里山城入画图”的秀美风
光。民之所望，政之所向。建设
雪湖公园，凝聚着几代潜山人的

夙愿。该市站在“撤县设市”新的
起点，彰显山水田园特色，依山亲
水护山保水借山用水，持续推进
雪湖公园、潜水滨河公园建设，着
力打造山水城一体、文景旅融合
的皖西南风景旅游城市。

为保障雪湖公园建设，潜山市
抢抓政策机遇，统筹谋划，综合施
策，整合相关项目资金，通过棚改
及水系综合治理，在改善人居环境
的同时，补齐城市发展短板，破解
城市发展难题。（通讯员 朱礼普）

潜山以民为本推进雪湖公园建设

7月下旬，受强降雨影响，长江巩
固圩防汛任务十分艰巨。来自潜山
市痘姆乡的陈尚锋和队友们一直坚
守在圩堤一线，装袋、扛包、打桩、筑
堤，肩膀和手上的皮磨破一层又一
层，但陈尚锋抗洪抢险脚步却没有停
歇，直至夺取胜利。

陈尚锋是一名退伍老兵，目前
就职于安庆振江水电工程有限公
司。7 月份以来，长江沿线普降暴
雨，汛情雨情告急，陈尚锋在家坐不
住了，萌生了前往一线支援抗洪抢
险的念头。7月14日晚，看到潜山市
退役军人微信群里招募防汛抗洪一

线志愿者，陈尚锋第一个响应，并号
召其他战友一同参加。7月15日，陈
尚锋和其他几名退役军人来到同马
大堤望江段，联系当地防汛指挥部，
志愿参加抗洪抢险。经过批准，他
们被安排加入当地防汛应急小分
队，来到望江县雷池乡巩固圩防汛
指挥所。

当时，长江华阳闸江水超过了历
史最高值，持续超警戒的水位让巩
固圩形成“悬河”，防线险象环生，情
况十分危急。“好多武警战士，还有从
各地来的志愿者，大家都在连续战
斗，绝不能让洪水越雷池一步，根本

来不及有疲惫的想法。”当时场景仍
历历在目。

“来到巩固圩抗洪一线，和队友
一起参与雷池乡这边5.6公里的长江
大堤的查险与处置，虽然很辛苦，但
是很值得，洪水不退，我们就不退，
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够保护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陈尚锋铿锵有
力地说。

其实在驰援同马大堤之前，陈尚
锋还曾见义勇为救下一名落水者。6
月 22 号上午 9 点 50 分，潜山市西河
西线痘姆段，相向而行的两辆轿车相
撞，其中一名司机张何清连人带车掉

入潜河，汛期水位暴涨，落水者命悬
一线。生死关头，陈尚锋纵身一跃跳
入河中开展营救，终于在周边群众的
帮助下将落水司机救上岸。谈及陈
尚锋救人的义举，乡邻们纷纷为他竖
起大拇指：“小伙子不愧是当过兵的，
关键时刻豁得出去，他是我们身边的
大英雄！”

退伍不褪色，防汛勇当先。陈尚
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示了一名老兵
的风采，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日前，他
被安庆市文明委授予“安庆防汛抗洪
好人”荣誉称号。

通讯员 涂必灿 夏莹

陈尚锋：力战防汛一线的退伍老兵

8 月 7 日，潜山市公安特警为
群众现场表演擒拿格斗特技。当
日，潜山市平安建设暨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成果展水吼专场系列活
动在水吼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举
行。活动现场，近千名干部群众
纷纷与平安建设志愿者队伍和乡
镇村文化志愿者队伍一起，共同
营造出人人知法学法、人人讲安
全文明、人人拥护平安建设、共
建共享幸福之乡的浓厚氛围。

通讯员 储卫清 徐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