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点 击击 DIANJI

2021年4月8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章学庆 电话：5325915 E-mail：dbrx5325915@163.com

视 点

本报讯 鲜嫩的新芽缀满茶树
枝头，村民在茶树之间穿梭，满山散
发着茶草的清香……3月下旬以来，
位于宿松县河塌乡安元村祝屋组的
长凤生态农业白茶基地，几乎每天
都能看到这样的场景。

一眼望不到边的茶园，改变着
安元村的生态环境，也改变着这里
人们的生活。河塌乡党委副书记余
正强介绍，以前这里是一片荒山，如
何使“沉睡”的荒山变成“金山银
山”，盘活当地闲置资源、发展农村
经济，是乡党委政府需要破解的问

题。2011年，安元村外出创业人士
祝长凤在乡党委政府的号召下，毅
然返乡创业。在乡农技专家的指导
下，祝长凤决定利用这里土壤、气候
非常适宜茶叶种植的自然禀赋，发
展茶叶产业。他投资100余万元，将
这里 260 亩荒山全部改造成了茶
园，并从外地引进了优质白茶、龙井
茶等种苗。

每年定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基
地指导病虫防治、施肥、剪枝等工
作，为基地争取了产业扶贫资金项
目，为基地修通了两公里的环形公

路……在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
的大力扶持下，长凤生态农业白茶
基地经过10年发展，已形成生产、加
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化发展模
式。基地设立了现代化的茶叶加工
车间，注册了自主品牌的茶叶商标，
祝长凤也从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
的茶园管理经验。

长凤生态农业白茶基地的成功
建设，不但盘活了安元村闲置的荒山
资源，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益，而且解
决了当地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去年，该基地共出产茶叶2000

余公斤，总产值达160余万元；共解
决当地9000人次就业，支付工人工
资80余万元，使当地一大批农户通
过在基地就业增加了家庭收入。安
元村脱贫户祝玉保在基地就业，每
年能挣1万多元。以前，村民张菊花
因在家门口找不到工作，每年都是
跟着丈夫到外面打工，但常常牵挂
着留守在家里的父母和子女。基地
建成后，她就在基地就业，每年的收
入不但不比外面少，而且还能照顾
到家里。

祝长凤介绍，基地自开园采摘

茶叶以来，每天用工都在 80 人以
上，最多时达到300多人，平均每天
可出产鲜叶250余公斤。

山绿了，村美了，村民就业方便
了。河塌乡通过培育茶叶产业，彻
底扭转了安元村落后的经济面貌，
一个“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新
安元呈现在人们面前。

据了解，安元村长凤生态农业
白茶基地已成为河塌乡最大的居家
就业扶贫基地，2018年还被评为全
县“科普示范基地”。

（通讯员 孙春旺 吴碧珍）

宿松河塌：茶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怀宁县平山镇创新开展党史教
育，坚持干部群众齐动员，接受“红
色思想”的洗礼。党史教育广场讲
党史、村民红色广场学党史、红色在
线教育读党史、村民红色书屋看党
史……该镇以多种教育形式丰富干
部群众“红色”生活，涵养“红色”传
统，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追寻“初心”
教育广场听党史

今年春季，怀宁县平山镇活动广
场上除了打羽毛球、打乒乓球和打篮
球的热闹场面和整整齐齐跳广场舞的
喜庆场面，又多了大家聚在一起学党
史的热烈场面。该镇利用活动广场一
角打造了“平山镇党史教育广场”。

今年，奋斗的中国共产党迎来
百年华诞。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
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
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范达祥是平
山中心学校的老师，每次经过党史
教育广场看到有人在，他就要给大
家讲一讲中国共产党党史。

范达祥每次讲解，周围都聚集
了好多人，大家共同学习党的历史，
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老党员程云开
激动地说：“我今年87岁了，今年是
我入党的第65个年头。我见证了
我们国家的发展，国家越来越强大，
我们生活越来越好，我感到无比的
骄傲和自豪！”

平山镇通过“党史教育广场”，
让干部群众学习党的历史，弘扬党
的传统，苦干实干，推进乡村振兴。

践行“初心”
红色教育读党史

“我每天都会等着我们平山镇
的微信公众号更新，来看看历史上的
今天都发生了什么大事。通过持续
学习，丰富党史知识，知史爱党、知史
爱国，增强了政治定力，政治上更加
清醒。更加深刻认识到中国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艰辛探索和历
史必然，进一步坚定了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平山
镇民政办办事员潘结模说。

平山镇利用微信公众号开辟
“百年党史天天读”红色在线教育专
栏，每天发布党史上的今天发生了
哪些重要的事情。

在该镇的会议室里，镇统战委
员陈实和同事们一起收看红色在线
教育视频。每天上午，平山镇的党
员干部都会利用半个小时时间收看
红色在线教育。丰富红色在线教育
的同时，平山镇还通过举办党史知
识竞赛、诵读红色家书等，让党员干
部感悟初心使命。

平山镇以“聆听红色故事，见
证百年党史”为主题，通过红色
在线教育的形式，积极向镇村干
部群众讲述我党矢志践行初心使
命、筚路蓝缕奠基立业、创造辉
煌开辟未来的百年奋斗历程。同

时，该镇积极创新方式方法，将
党史学习教育在网络阵地进行广
泛传播，有助于年青一代牢固树
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
观、文化观，从而为网络传播注
入更多的正能量。

守望“初心”
红色广场学党史

3月31日，平山镇大塅村老战士
汪国春在村民红色广场，用朴实的
语言向孩子们讲述他当年参加抗美
援朝的故事。

今年 89 岁高龄的汪国春曾参
加过抗美援朝，虽然年事已高，但
他始终坚持站立讲述。在场的学生
们认真聆听，不时点赞喝彩。汪国
春还以他的亲身见闻为例，讲述了
人民军队听党指挥、官兵平等、扎
根群众、服务群众的优良作风，号
召学生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

活，吃水不忘挖井人，学会感恩，
知恩图报。

“虽然我的父母长期不在身
边，但汪爷爷讲的故事，使我认识
到当前和平生活的可贵，长大后我
也要为国家做贡献。”平山镇中心
学校学生李欣怡说。

平山镇大塅村具有优良的革命
传统，从这里走出了多位革命英
雄。大塅村设立村民红色广场，每
个星期将参加抗美援朝还在世的三
位老战士请过来，给大家讲讲保
家卫国的故事，许多村民闻讯赶
来聆听。抗美援朝老战士李贞恕
自豪地说：我曾参加金城反击
战，战斗武器主要是山炮，当时
炮声不断，但没有人退缩，大家
都是视死如归的。”

在村民红色广场，干部群众增
长了党史知识，坚定了政治信念，
使得知党愈深，爱党愈切，坚定不
移地跟党走。

领悟“初心”
红色书屋看党史

“学习党的历史，弘扬党的传
统，开启新的征程，创造新的伟业。”

“创业难，守业更难。广大党员、干
部和人民群众要很好学习了解党
史、新中国史，守住党领导人民创立
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世世代代传
承下去。”“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在平山镇平
山社区、大洼社区司山组、大塅村等
村组的村民红色书屋里，到处都是
激励人心的标语。

陈淑华是大洼社区的村干，一到
下班时间她就到村里红色书屋坐坐，
看看党史书籍。她说：“现在工作占
据了我大部分时间，平时学习党史的
机会也少，现在有这样一个好条件，
我每天都会来看看。有时碰上几个
村民看书遇到不理解的地方，我能解
释个三四句，也是自豪感十足。”

走进各个“红色书屋”，里面有
序地摆放着党史、长征系列、红军故
事等各类图书，还有科技、文化、生
活、儿童、养殖业、种植业类等书籍。

“我最爱看《把一切献给党》《青
春之歌》《林海雪原》这些书，能让我
更加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正在书屋
里看书的党员志愿者吕清海说。

在红色书屋里，还有很多诸如
《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董存瑞炸
碉堡》等适合小朋友阅读的连环画、
故事书。“我家孩子可爱看这些书了，
每个周六的下午都会过来。”村民程
志发说，红色书屋不仅拉近了村民之
间的距离，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读书的
环境，丰富了大家的文化生活，而且
掀起了读红色经典的热潮。

“结合当前的党史学习教育，我
们对全镇现有的农家书屋平台进行
升级改造，增添红色书籍，建设了一
个很好的党史学习活动阵地，营造
了浓郁的学习氛围，这是我们对党
史学习教育的一次有益探索。”平山
镇党委书记盛春林说。

通讯员 檀志扬 杨兰兰

多种形式开展党史教育，丰富干群“红色”生活

怀宁：学习党史 坚守“初心” 本报讯 我市优化税务服务助力科技创
新企业发展。税收大礼包。梳理编制高新技
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汇编，推出“点对点、
一对一”上门服务，健全“专人对接、量身
定制”辅导模式，畅通“应享尽享、应享快
享”税收优惠通道，助力科创企业转型。去
年以来，全市354户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优
惠红利超2亿元。税收大体检。推出“税收体
检单”服务，对正在进行申报认定高新技术
的企业进行“全面体检”，梳理解决企业关于
财务核算不规范、税务处理不及时等问题。
截至目前，已帮助147户企业认定为高新技术
企业。税收大数据。利用税收大数据对科创
企业进行动态信用和风险画像，进行低风险
预提醒、中风险强监管、高风险严查处，有
效防范化解企业涉税风险。探索建立利用税
收大数据打通产业链长效机制，运用增值税
发票数据信息助力科创企业稳供稳销快转
型，目前已为35户科创企业匹配供需信息数
据200余条。 （税务）

我市优化税务服务
助力科技创新企业发展

本报讯 岳西县用活大别山红色资源讲
好党史故事。深耕红色资源。升级改造全县
红色旧居、革命遗址等红色文化资源，建成
大别山烈士陵园、王步文故居廉政教育基地
等红色教育基地16个，大别山烈士陵园获评
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投资3000余万元，完
善红二十八军军政旧址周边基础设施，打造
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基地。讲好红色故事。制
作30集微广播剧《红色精神代代传》，对照
336处革命遗存编辑出版《红色印记—岳西革
命旧址揽胜》。组建专业讲解队伍6支，开展

“重走红军路”“红色故事会”等活动。传承
红色精神。组织开展“担苦、担难、担重、
担险”大学习大讨论，“办实事、解难题、减
负担”专题实践。设立党员先锋岗186个、党
员示范岗25个、党员志愿服务队伍86支，解
决群众难题100余条。 （岳西）

岳西县用活大别山红色资源
讲好党史故事

本报讯 “1927年6月，受中共安徽省临
委的派遣，从武汉回到安徽，在省城安庆开
展革命活动。1927年7月3日何世玲被捕，英
勇就义……”4月4日，在怀宁县江镇镇上丰
村的一座烈士墓前，党员教师张霞向师生们
讲述何世玲烈士的事迹。

当天上午，江镇中心学校党支部、少先
队代表前往革命烈士何世玲墓，开展扫墓活
动。在烈士墓前，师生们神情肃穆，怀着崇
敬的心情敬献花篮，寄托哀思。

“何世玲烈士的事迹深深感动了我。”党
员谭君说，“何世玲烈士不屈不挠、英勇无畏
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勇向前！作
为新时代的年轻党员，更应该充分了解党的
斗争史、革命史、创业史，珍惜来之不易的
幸福生活，担当起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把
革命先烈的精神传承好、发扬好。”

“人民英雄人民爱。我们将充分利用这
些红色资源，将其打造成党史学习教育的
有效载体，激发起广大师生对党、对革命
先烈的敬仰之情，提振党员担当作为的精
气神，为办人民满意教育贡献力量。”江镇
中心学校党支部书记占善祥表示。

（通讯员 怀扬 占新海）

怀宁：烈士墓前的党史教育课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3月31日，怀宁县平山中心学校学生放学后，在平山镇大塅村红色书屋看书学习。 通讯员 檀志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