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咔嚓咔嚓……咔嚓咔嚓……1月 8
日下午，在村民吴春梅的院子里，便
能听到房中操作缝纫机所发出的特有
声音。

“当时家里好几个人没找到工作，
条件确实不好。”吴春梅很忙，说话间始
终没有放弃手中的活计。“现在，家里所
有能劳动的都在劳动。我是在家接裁
缝活做，丈夫是在家门口做装修，大女
儿出嫁了，小女儿在湖州织里打工，也
是做裁缝。”

这是望江县高士镇虎山村一个叫
做栗林的自然村。作为正在建设美丽
乡村中心村，栗林即将迎来一个更加美
好的明天。当然，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
们来说，过好当下的生活，拥抱现有的
美丽，也很重要。

所以，即便活再多，人再忙，吴春梅
都不会忘记打扫房前屋后和家中的卫
生。整洁的院落和厅堂，大门边“卫生
清洁户”的奖牌，仿佛在向来人讲述这
户曾陷入贫困的家庭，不仅在经济上实

现了脱贫，精气神也回来了。
“整个村子都干净了，家里能不给

打扫干净吗？”谈及奖牌的获得，吴春梅
谦虚地将其归功于外界环境的督促。
她所说的“整个村子都干净了”，便是人
居环境整治的成果。

作为曾经的贫困村，人们对于更富、
更美、更好的需求只会更强烈。那么，虎
山村人们又是如何一步步靠近自己梦想
的呢？当然，这得益于脱贫攻坚。

“2014年，我们的村集体收入不到1
万元。今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肯定能
超过70万元。”虎山村第一书记、扶贫工
作队队长项薇介绍说。

短短几年，从“1”到“70”的跨越，又
是如何实现的呢？“这是大量扶贫资金
投入的成果。”项薇给出了答案：2014年
以来，累计到村产业类项目9个，项目资
金950余万元。“近年来，村集体收入一
直保持增长，而这些收入大多数又都用
于扶贫，以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比
如我们村开发了一批公益性岗位，既为

贫困户提供了工作机会，也解决了美丽
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等当前重要工
作开展时的用工需求。”

“要不是政策好，我们哪能有现在
这样的日子过哦。”家住虎山村前河组、
今年65岁的贫困户方金枝，丈夫因病没
有劳动能力。公益性岗位让老两口有
了一些经济收入，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
济负担。考虑到她的年纪和体力，村两
委还特意安排她在家边就近工作。

据介绍，2014年以来，人社部门安排
公益性岗位36人，村级安排公益性岗位
63人，发放补助资金46.92万元，此外还
有防火员8人，每人每年补助资金1200
元。数字背后，都是和方金枝一样得益
于此的贫困户。他们也都和方金枝一
样，在家门口工作并获得稳定的收入。

此外，扶贫资金的注入，也为虎山
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变
化。2014年以来，该村共实施基础设施
类项目 47 个，项目资金 1290 余万元。
道路硬化、亮化、绿化、饮水安全……硬

件越来越硬的同时，人们的精气神也越
发提振起来。他们不只是如吴春梅般
更加注重自家的生活品质，还更加积极
地投入到公益事业中来。

去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为
紧张的时候，虎山村的贫困户积极支持
并参与防疫工作，有169户参与了防疫
宣传、巡逻、值守工作。在村两委发出
防疫捐款的倡议后，已脱贫的胡又犬等
12户贫困户捐款5200元。

“在平时，也一直有贫困户在积极
参与义务劳动。”项薇还特意提到了该
村创新成立的“扶志互助义工队”。“就
是组织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参与到义
工队来。”

“得益于党和政府的脱贫攻坚政
策，贫困户在经济上摆脱贫困并不难。
难能可贵的是，通过脱贫攻坚，他们的
精气神也提振起来，热心公益事业，对
更美好的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谈及
在虎山村所经历的一切，项薇深有感触
地说。 全媒体记者 何飞

全面奔小康 变化看老乡

钱袋子鼓了 精气神回来了

1月9日凌晨2时许，在市区华中路
龙狮桥蔬菜批发市场，张贤发开着小
车，将千余斤的新鲜蔬菜送到这里销
售。昏黄路灯之下，来此批发蔬菜的商
贩渐渐多了起来。

这些是他自己种的蔬菜，是他头一
天下午开着小车坐轮渡去老家采收
的。返乡创业快一年了，张贤发每天如
此，虽然很辛苦，但是自己种的蔬菜很
受欢迎，他又很满足。

今年46岁的张贤发是迎江区康宁
村人，老家在一个长江孤洲上。30年
前，他像洲上其他年轻人一样，走上了
外出务工之路。张贤发拜师学艺掌握
了一门泥瓦匠手艺，走南闯北，去过华
南也去过西北，最后凭借精湛的瓦匠手
艺在辽宁大连扎了根。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贤发对故乡
的思念之情越来越浓，工作之余开始

关注家乡发展，想着有一天能返乡干
点事业。

2020年3月，张贤发拨通了康宁村
党支部书记程峰的电话，表达了自己返
乡创业的想法，这是外出务工多年的张
贤发第一次与家乡的村干联系。

既怕政策的不确定，又怕市场的不
稳定，这是张贤发的忧虑，也是无数想
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的忧虑。在电话里，
程峰对张贤发返乡创业表示了热烈欢
迎和真诚期望，同时也承诺积极为他解
决问题，争取引导他返乡创业，带动家
乡发展。当月，张贤发就回到了家乡。

洲上四面环水，生态环境优良，这
是在外务工的张贤发的“梦里水乡”，他
很早就有返乡种植蔬菜的想法。

张贤发回村后，程峰主动找到他，
跟他对接大棚蔬菜种植事宜，村干们帮
助他流转土地。张贤发先试水承包了

30亩土地，凭借自己的瓦匠手艺完成了
十几个大棚的建设，固定钢架、拉膜上
棚，不在话下。大棚建设完成后，张贤
发开始了蔬菜种植，村干为他找了一名
农技员对他进行技术指导，慢慢地，他
的蔬菜种植基地走上了正轨。

在张贤发的基地，除农技员外，他
还聘请了2名工人，日常由他们打理种
植基地，基地事务多时也会临时请工。
张贤发主要负责蔬菜销售，创业一开始
就在一个商业综合体开了一家蔬菜水
果超市，后来他又在龙狮桥蔬菜批发市
场租了一个摊位，用于批发、零售蔬菜，
每天蔬菜销售量超过1000斤，妻子与他
共同打理生意。

张贤发响应乡村振兴号召返乡创
业，村“两委”从一开始就安排专人对接
他，后来村里有了科技副主任，张贤发
一直是重点对接对象。村科技副主任

日常与张贤发保持联系，定期走访基
地，张贤发遇到困难也主动与其联系。

今年，张贤发还想扩大种植规模，打
算再建8个大棚，再多请几个人帮忙，带
动父老乡亲致富。但是，张贤发也还有
困难，对国家政策不了解、交通运输压力
大、自身资金不足等等。针对这些问题，
康宁村“两委”在乡村振兴联系包保部门
区委组织部、区委编办的指导帮助下也
一直在做工作，主动跑乡跑区跑政策，争
取为张贤发的创业之路减少阻碍。

张贤发坦言，相比在大连做瓦匠，
现在赚的还是很少的，刨去种植物资、
人员工资、门面租金等支出，收入所剩
无几。但是，他对返乡创业并不后悔，
孩子转学回来了，他在家乡创业还可以
照顾老人，“万事开头难”，他对今后的
创业之路还是很有信心。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饶伟涛

农民工张贤发返乡创业记

安庆多地发出倡议：
非必要不返乡

当前，国内外疫情形势不断变化，
加之临近年关，疫情防控压力增大，连
日来，我市各地纷纷行动，以致广大人
民群众一封信或倡议书等形式，对春节
期间疫情防控、购买冷链海鲜等食品、
健康生活方式等提出建议。各地倡议
均提及了希望外出务工人员坚持非必
要不返乡。

网友微评

Suso1234：依稀记得上一次春节
之前，那段时间看新闻，知道有个不明
疫情，当时以为跟我不会有任何关系，
该干嘛干嘛……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
道了。又快到春节了，这一次，我们知
道这个病毒了，知道它怎么传播的，知
道它会对个人乃至全社会造成怎样的

伤害，这一次，我们不会大意了。
银湖天真派：疫苗、核酸检测、摸排

登记、健康监测……如今我们所拥有的
防护手段和措施，可以说非常给力了。
不过，还是不能有一丝麻痹，那可是春运
啊，人山人海的春运啊。作为劳务输出
型的地区，安庆向外出务工人员提出倡
议，坚持非必要不返乡，是十分合理的。
我一个朋友看到老家县里发出的倡议就
说，团聚不一定非要在春节，什么时候回
家都一样，没必要因为短暂的团聚给家
人和自己增加风险。当然，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至少目前为止，是否返乡的决定
权，还是在各位游子自己手中。

“防火码”，了解一下

本轮森林防火期以来，我市森林防
火工作再添一“神器”——防火码。该
码是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
互联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卡口二维码

为抓手构建的一套“人为火”管控体系，
可实现管理全链条、火因可溯源、人员
可查询。目前，我市在防火检查站、重
点卡口、国有林场及各类自然保护地出
入口设置“防火码”141个，扫码量达到1
万余人次。在各卡口出入口设置使用
防火二维码，可有效管控进山入林人
员，从源头上严控野外火源。

网友微评

千千阙歌的阕：一转眼又到了年底
了，又到了森林火灾的高发期了。这个

“防火码”，是不是借鉴了因疫情而生的
“健康码”啊？不管如何吧，这种扫码进
山的模式，也算是创新之举了。相较于
以往的手动登记，扫码更为适合当下注
重疫情防控的形势，也更为便利。就该
这么弄，毕竟早就是大数据时代了，以
数据溯源追踪，显然比翻登记簿更像这
个时代的画面。

1 月 12 日，怀宁县石镜乡横塘村
黄墩组村民杨金苗老人在自家阳台
上晾晒山芋粉丝。石镜乡村民种山
芋，手工制作山芋粉丝、山芋粉历史
悠久。每到隆冬时节，每天都呈现出
村民们忙着制作山芋粉丝、山芋粉的
热闹场景，让这个古朴的乡村又多了
一道美丽风景。

通讯员 檀志扬 许莹莹 摄

手工制作

山芋粉丝
本报讯 潜山市坚持“生

态立市、旅游兴市”战略，引
导山上山下互动发展，山里山
外合作联手，将文化旅游打造
成经济社会发展的首位产业。
据不完全统计，该市旅游从业
人员超7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
的四分之一。旅游扶贫带动
8000余户脱贫、辐射2.6万人，
贫困户人均收入由 2014 年的
2334 元提高到 2019 年的 12037
元，增长了5.2倍。

该市坚持以旅游理念，全
链条推进特色化旅游扶贫开
发，促使百姓端上“生态碗”
吃上“旅游饭”，一套套发展
生态建设的“组合拳”悄然
改变着老百姓的生活。该市
做活“生态山水”，大力发展
山水观光、水上游乐、休闲
养生等项目，天柱山镇茶庄

村 依 托 天 柱 山 景 区 ， 全 村
70% 以 上 农 民 从 事 旅 游 业 ，
40%以上农户经营家庭旅馆和
农家乐；水吼镇马潭村发展
竹筏漂流，全村及周边贫困
人口 300 余人稳定脱贫。该市
做优“农旅融合”，依托百万
亩粮油棉和茶叶、瓜蒌、蚕桑
等种植基地，开发休闲农庄、
农业观光、民俗体验等为主的
旅游产业。贫困群众参与农家
乐和农特基地发展超 1.5 万人、
占贫困人口的24.1%。

与此同时，该市做响“乡村
旅游”，依托覆盖全市的美丽乡
村示范点，常态化开展美丽乡村
在潜山系列旅游活动，带动0.48
万户贫困户、1.6万名贫困群众参
与发展，乡村游、近郊游成为潜
山旅游新亮点。

（通讯员 储北平）

潜山
生态立市旅游富民

近日，怀宁县公岭镇组织开展森林防火应急演练活动。本次演
练活动共出动镇村干部、镇森林防灭火突击队、护林员等共 40 余
人。以模拟该镇水磨村水磨组发生森林火灾为背景，对火灾扑救中
的火灾报警与应急响应、灭火力量集结、展开灭火行动和清理移交
火场进行了连贯演示。 通讯员 彭铖 陈义跃 摄

本报讯 连日来，桐城市
双港镇抢抓晴好天气掀起水
利兴修高潮，加快推进堵口
复堤工程，灾后重建工作正
有序开展。

1月10日，双港镇人形河马
踏圩北堤段水毁溃口复堤工程
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挖掘
机、运输车不停运转，正在对
长约 80 米的溃口进行填土修
复。据该工程现场施工负责人
谢红军介绍，马踏圩堤防水毁
修复工程于2020年12月15日开

工，挖机进场先行清表，然后
进行土方回填，工程进度目前
已经达到计划的80%。

去年入汛以来，双港镇遭
遇特大洪涝灾害，多处圩堤损
毁，受灾严重。洪水退去后，
双港镇及时部署，组织调动各
方面力量，加大投入，对35处
水毁溃口堤段进行堵口复堤。
目前，各处水毁修复工程正在
抓紧推进，将于2021年1月底前
全部完工。

（通讯员 孙炜 胡临风）

桐城
水毁堤段堵口复堤工程全部开工

本报讯 出门见绿意，转
角遇到美。近年来，市委、市
政府十分关注市民需求，为广
大市民打造一处处小而美的活
动空间，不断拓展城市绿色生
态游园，让广大市民收获满满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在振风大道与独秀大道交
叉口处，一小片绿地映入眼
帘。高低错落的草丛、规整的
树墙、蜿蜒的步道，几位市民
正在河边散步。这是半个月前
才建成的小游园，面积虽小，
但每天都很热闹。然而之前，
这片空地还被用来堆放渣土，
成为城市的“卫生死角”。

过去中心城区待开发闲置
空地较多，部分居民便会利用
这些空地种菜，严重影响了城
市形象。为杜绝这一乱象，园
林部门以种草复绿为主，铺设
草皮、种上树苗，让空地变绿
地，让卫生死角变休闲游园。

一说起闲置空地复绿，家
住凯旋尊邸小区的市民陈秋云
有话要说，“原来这一大片空地
只是被栏板一围，里面甚至有

人偷偷种菜。后来空地经过绿
化，立马就变了样子，现在成
了我们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像这样的小游园在我市不
止一处。在黄土坑小游园，一
排排整齐的香樟树替代原来的
砖墙，一片片青翠的草皮覆盖
黄土，桂花树、女贞等常绿树
错落有致，形成一道绿色天然
的屏障，原本黄土裸露的边坡
有了别样的美。

“十三五”以来，我市以复
绿的方式“守住”土地，有效
避免闲置地块引发违建再次回
潮 、 成 为 偷 倒 建 筑 垃 圾 之
地 、 被 市 民 垦 荒 种 菜 等 问
题 ， 从 “ 碎 片 化 ” 土 地 下
手，对可利用的闲置边角地
进行绿化微改造，通过科学
规划和精细管理，打造成一
个 个 精 致 美 丽 的 公 园 小 游
园 ， 不 仅 增 加 了 城 市 绿 量 ，
还提升了城区绿化品位。截至
2020年底，我市城区共有60多
块、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的
闲置地块披上绿衣。

（全媒体记者 唐飞）

闲置空地“披绿衣”
城市宜居“入画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