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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乡村

本报讯 近年来，太湖县北中
镇浮坵村注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以移风易俗、树立文
明乡风为主题，提倡尊重民俗、抵
制庸俗、拒绝粗俗，形成崇尚文
明、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为乡村
振兴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以前，有的村民家办一场
‘红白喜事’要持续好几天，摆20
至 30 桌 酒 席 ， 花 费 在 5 至 8 万
元。”浮坵村党总支书记王德瑞
说，2018年村级选举换届后，第一
件事就是成立红白理事会，加强宣
传教育和引导管理，把丧事简办纳
入村规民约，遏制农村大操大办、
铺张浪费、乱立名目宴请等陋习。

目前，北中镇18个行政村都已

将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纳入村
规民约，并建立健全村民议事会、
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红白理
事会“四会”。

“四会”成员大多由村内学历
较高、能力较强、威望较高的村

“两委”干部、退休教师、老党员
等组成，会长由德高望重的老党员
或支部书记担任。红白理事会对本
村“红白事”实施全过程监督，推
行喜事新办、丧事简办。

浮坵村村委会主任孙怡然介
绍，该村在“红喜事”上实行“三
个控制”，即控制桌数、控制标
准、控制随礼金额。在“白喜事”
上推行“三个第一”等措施，即在
动员说服工作上，党员组长第一时

间知晓、理事会成员第一时间介
入、村“两委”第一时间上门。

“一个一律”即逝者一律实行火葬。
“2019年是推行丧事简办的第

一年，我们的压力很大。有的人家
办丧事，乐队都请好了，我们上门
做工作，宣传政策、算经济账，甚
至到逝者娘家亲属家中去做工作，
倡导丧事简办，花了很多工夫。”
孙怡然说，“坚持推行，还是会产
生效果的。现在村民广泛接受了

‘厚养薄葬’理念，丧事简办成为
共识。去年本村有 25 位老人去
世，没有一家违规操办丧事。”

几年来，浮坵村通过组建民间
艺术团、建设主题文化广场等方
式，掀起宣传热潮，将文明、节

俭、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传入百
姓家。

此外，为更好地宣传文明新风
尚，浮坵村结合村部建设，在村部
大院内增加了“图说我们的核心价
值观”公益广告和以移风易俗等为
主要题材的公益广告，采用集中宣
传展示的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视觉
语言，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
育，让更多人弘扬社会新道德，树
立文明新观念。

移风易俗除了让群众看到实实
在在的变化，也要让群众切身体会
变化中的正能量，获得实实在在的
利益。

据介绍，浮坵村每年开展“三
个大赛”，即文化广场舞大赛、体

育健身运动比赛、诗歌评比大赛，
并常态开设“三个课堂”，即“网
格小组”流动课堂、“远程平台”
空中课堂、“道德评议”表彰课堂。

另外，通过积极招商引资，浮
邱村种植、养殖及加工产业日渐壮
大，梨园、桃园、香榧、油茶、养
鸡、养猪、箱包加工等产业为村庄
带来了活力，也推动了民风转变。

“村民有了自己的文体爱好，
产业基地常年有事做、常年能增
收，农闲时打牌的村民少了很多，
滥砍滥伐、破坏环境现象也少了，
村民之间也变得更加友爱和谐。”
王德瑞说。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
员 吴承钺）

小山村劲吹文明新风

这两年，岳西县主簿镇大歇
村的新鲜事一件接着一件：村中
废弃多年的工厂旧址，变身成为
一个互动体验式的国防爱国主义
教育研学游基地；村内人迹罕至
的大峡谷，成为可以漂流玩乐的
景点；昔日贫穷的深山小村，一
跃成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穷山
村变身“明星村”，大歇村党支部
书记汪品峰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因为他和村“两委”做的“全域
景区”发展规划，正在一步步变
为现实。搭上乡村旅游业发展快
车的大歇村正大步走在乡村振兴
的路上。

美丽乡村发展“美丽经济”

平均海拔 800 米，夏季气温
25℃左右，森林覆盖率达 80%，
位于岳西县深山中的主簿镇大歇
村有着令人艳羡的生态优势。古
代这里是六安通往安庆的交通要
道，因为贩夫走卒到达村境内的
山岭都要大歇一会，大歇村因此
得名。但因为山高路远、信息闭
塞，村民缺乏生财之道，大歇村
一度深陷贫困泥淖。“村部是危
房，寅吃卯时粮，说啥没人听，
干啥没指望”。这句顺口溜便是当
时大歇村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通过推进脱贫攻
坚、美丽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三件大事，大歇村面貌发
生显著变化，现在是组组有路
灯、户户通水泥路、人人饮安全
用水，2019年已实现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三月中旬，记者走进大
歇村，满目所见，是蜿蜒宽阔的
道路、整洁秀丽的村庄、红瓦白
墙的小楼房，茭白秸秆制成的雕
塑点缀在山水间，民间艺术馆里
的各式花灯让人眼花缭乱……

“大歇是2015年度省级美丽乡
村建设村，我们依托美丽乡村建
设，充分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建

成大歇民间艺术馆、河畔书社、
家谱文化馆、农耕文化园等，避
免 了 ‘ 千 村 一 面 ’ 的 建 设 格
局。”汪品峰说，建成后，他发现
美丽乡村建设普遍存在“重建轻
管、只建不管”的现象，究其原
因，是因为没有集体经济支撑，
缺乏后续管理维护资金。大歇也
不例外，在此背景下，村“两
委”多次开会，谋划发展集体经
济的路子。

工厂旧址变成旅游第一站

“青山绿水、气候宜人是大歇
村最靓丽的名片；境内的‘小三
线’502工厂旧址更是人无我有的
特有资源；此外，村里的红色文
化、民俗文化资源也相当丰富。”
汪品峰说，他与村“两委”通过
走访调研，摸清了大歇村的家底。

这之后，他开始频繁带领村
“两委”班子成员到浙江、江苏等
发达地区的同类村学习取经，最

终决定利用三线工程旧址，以文
旅产业为突破口，打造国防、爱
国、红色、教育基地，发展研学
经济。

村委会小楼背后的葛公山山
腰上藏着的“小三线”502工厂旧
址，建于上世纪60年代末。工厂
虽早已废弃，但300多米深的山洞
却保存完好。村里通过招商引
资，找到了省城的一家数字文化
企业，投资共建“代号502国防教
育基地”项目。

项目的开发充分利用了山洞
的地质结构，融合岳西县红色革命
历史底蕴，植入AR、VR、多媒体等
科技产品，原本废弃的工厂山洞

“旧址焕新颜”，变身成了一个互动
体验式的国防爱国主义教育研学
游基地。专业的公司带来了专业
的技术人才和旅游运营理念，研学
基地、帐篷营地、户外拓展基地、全
地形车穿越基地等一批文旅项目
也相继在大歇村落成。

“去年我们接待了 2 万人次。

刚刚我又接到了预订的电话，县
城的一家单位，周末过来搞团建
活动。”“90”后小伙储安阳以前
在浙江工作，看到家乡的乡村旅
游发展日渐红火，2019年回到家
乡，在村里的旅游公司干管理工
作，去年他还承包下了一栋民
宿。自2019年以来，大歇村共有
30多位青年和储安阳一样回到家
乡就业、创业。

挖掘山水资源打造
“全域景区”

502工厂旧址得到利用后，大
歇村又做起了山水文章。村境内
的团结河河道是一条大峡谷，全
长 4800 米，上下落差 198 米。通
过分析论证，村里认为可以利用

峡谷开发漂流。于是村里招商引
资，又引进了一家省内专业的旅
游开发公司，通过联合开发，去
年 8 月，大歇湾漂流项目建成运
行，当年游客就有 1 万人次。今
年，公司还将开发高空滑索、高
空骑行、滑草等项目，进一步丰
富景区内容。

游客来了，如何让他们歇下
来？今年，大歇村又引进了一家公
司，在村内开发民宿，利用村民的
老房屋及闲置的民房，打造民宿。
大歇村还成立了土地股份合作社，
合作社以土地为抵押物到银行贷
款400万元，用于建设游客接待中
心，串联起全村民宿资源，进一步
提升旅游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

“村里已引进四家文创公司，
这些公司以‘村集体+公司+农
户’模式开发乡村旅游，村集体
以道路、山场等资源入股，农户
以土地、老房子等入股。目前四
家企业都已开始运转，共解决了
村里 150 多人就业。”汪品峰说，
通过实施党建引领、“三变”改
革、乡村旅游等三大创新工程，
去年大歇村共接待游客 3 万余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00万元，
村集体经济收入已超50万元，全
域乡村旅游产业初具雏形。

老百姓富了，乡村因为做旅
游变得更美了。踏上乡村振兴的
新征程，大歇村村“两委”又制
定了“1234”发展规划，即以景
区建设为“1 核”，聚力种植业、
旅游业“2业”，走绿水之路、青
山之路、田园之路“3路”，打造
峡谷景区、研学旅游、香榧基
地、森林康养“4地”。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
员 王沈青

挖掘山水资源 打造“美丽经济”

“全域景区化”的大歇实践

岳西县主簿镇大歇村植被茂盛，风景如画。 岳宣 摄

本报讯 3月 15日，桐城市龙腾街道蒋山
村天泰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一派繁忙，村民们
在合作社种植基地里忙着春耕春管。

“以前，我守着自家一亩三分地，日子过得紧巴
巴的。如今，我在家门口务工，赚钱顾家两不误，日
子过得挺红火。”在基地务工的村民吴芝琴说：“合
作社为我们脱贫户提供了就业岗位。我不仅每天
能挣80元，也不耽误自己种地，还能照顾家庭。”

目前，在天泰合作社常年务工的有20人，其
中脱贫户8人，人均年务工收入近3万元。合作
社季节性用工40人，人均年务工收入近2万元。

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2018年蒋山村将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
资金40万元，投入该合作社兴建粮食烘干生产
线，村集体每年分红4.5万元。2019年该村又
将争取的财政扶持资金50万元，投入该合作社
建造仓储库，村集体每年能分红3万元。

蒋山村党总支书记黄凯说：“目前，我们村像
天泰合作社这样的规模企业有3家，常年吸收周
边60余人务工，其中脱贫户19人。合作社不仅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而且壮大了集体经济。”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姜海飞）

桐城：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增收

本报讯 宿松县五里乡畅通调处工作机
制，快速妥善化解劳资纠纷，维护劳动者和用
人单位的合法权益，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二月份，五里乡境内某服装企业因欠薪引
发劳动者讨要说法。该乡多部门联动，及时进
行处置，在短时间内调解了这起劳资纠纷，为
41名劳动者讨薪30万余元。

去年以来，五里乡坚持在关键环节用力，
强化宣传工作，以劳动密集型和小微企业为重
点，宣传相关政策法规，提升劳动者依法维权
意识；同时，在乡为民服务中心设置接待窗口，
安排专人负责接待；劳动保障举报投诉电话24
小时开通，畅通反映渠道。

该乡将受理的劳资纠纷案件建立工作台
账，乡劳动监察中队成立工作专班逐个案件进
行研判分析，快速约谈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
解决。对于部分涉及人员多、金额数量大的群
体性劳资纠纷，该乡协调派出所、司法所、信访
办、工会等部门联合调处，确保劳资纠纷得到
及时妥善化解。

五里乡人社所所长夏向阳介绍，该乡2020
年调解劳资纠纷案件12件，涉及62名劳动者
工资共818440元，调解成功率100%，实现了农
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今年前两个月，该乡调
解案件6件，涉及47人、金额381690元。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夏全宝）

宿松：快速妥善化解劳资纠纷

本报讯 今年以来，望江县公安局太慈
派出所坚持打防并举、以防为先的工作思
路，按照县局统一部署，在全镇范围内广泛
开展反电诈宣传工作。

为丰富宣传形式，太慈派出所聚焦重点群体
及重点区域，线上线下同频共振，开展反电诈宣
传。派出所合理安排警力走进15个行政村，通过
车载大喇叭音频滚动播放、集中展板展示、发放
宣传资料等，讲解电信诈骗常用的手段以及辖区
发生的真实案例，提高群众防范意识，加强自我
保护。派出所民警还深入辖区摸排线索，严厉打
击电信诈骗行为。 （通讯员 檀国胜）

望江：开展反电诈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