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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忆起往日的苦，才能格外珍
惜今日的甜。”作为一名在村 （社区）
两委工作了近40年的老村干，白马社
区党总支书记江家兴，全程见证并参与
了这些年白马村的蜕变之旅。

深挖潜力 闲置资源变资产

“我们村位于原来的白马乡。白马
乡撤并后，遗留下一些机关事业单位的
闲置资产。这些资产，如果闲置不用，
就是影响我们发展的累赘。相反，如果
能给我们用，我们再用好了，就是好资
源，好资产。”10月 16日，江家兴说，
近年来，白马社区一头“盯”着这些闲
置资源，一头“盯”着具有发展潜力和
市场前景的好项目，随时准备着实现精
准要素对接。

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
2018年，在获悉桐城市双宝农业有限公
司一直因厂房不足而发愁时，江家兴第
一时间与教育部门对接，将闲置不用的
原白马小学产权下放白马社区管理。当
年9月，产权刚下放，社区两委就立即
与双宝农业达成协议，将原白马小学租
赁给王成使用。

“每年上交社区集体6万元租金，之
前全部用于脱贫攻坚，现在则用于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方面。”江家
兴说，双宝农业的引入，还实现了本村16
户脱贫户以各自承包土地入股分红，每
户每年平均分红5000元。其中8户有劳
动能力的脱贫户，愿意到公司务工的，常
年务工的每人每年收入平均6万元，季
节性用工的每人每年平均3万元。

从无到有 集体经济渐兴旺

当地脱贫户项守良，就受益于此。
16日下午，天气阴沉沉的，眼瞅着

要下雨了，稻田里活跃着抢收的机械。
“现在都是机械化作业，我们的工作很
轻松。”在一片已经被机械收割过的稻
田里，今年60岁的项守良正在手工收
割边角的稻谷。“稻田的边缘，机械到
不了地方，我再收一下，颗粒归仓嘛！
这一向，都是在忙收割，平常呢，我就
做些看水放水的事情，都是简单的农
活，干了几十年，很熟悉。”对于工作
收入，他也表示满意：“每年能有三万
元左右，不错了。”

像盘活原白马小学一样，经过社区

两委干部多方协调，还盘活了原白马粮
站、白马信用社、白马派出所、白马乡
政府等单位的闲置资产共 1000 万元。
通过盘活社区内土地资源及闲置房屋，
获得企业用地服务费和房屋租金，给社
区集体增加收入40万元，每年的经营
性收入10万元。

通过合作经营、盘活资产、有偿服
务等方式，白马社区集体经济实现了从
无到有、从有到多的飞跃，至2017年
已全部还清欠款，目前社区账面资金
200多万元，固定资产300多万元，彻
底扔掉了“负债社区”的帽子。2020
年，该社区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43 万
元，人均收入近1.6万元。

相对应的，也就有了更多村民和项
守良一样实现了就近就业。截至今年9
月，该社区内共有企业共20家，解决居
民就近就业120多人，带动脱贫户就业
15户，平均每户每年增加收入3万元。

走向振兴 白马更富更美好

社区集体收入增加了，为居民们办
事就有了“源头活水”。

去年，有来自库区移民向白马社区

建议，希望自己住的小区也能建一个小
广场，让附近居民有一个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该建议很快被社区两委采纳。
2019年该社区利用上级库扶资金30万
元，再配套7万元，修建一个占地2400
平方米的文化小广场，并在四周安装了
各种健身器材。同时，社区还出资统一
购置演出服装和设备道具，并聘请老师
培训了20个文艺骨干，让他们学会后
再手把手教其他居民跳。

白马社区木庄组有一条长582米，
宽4米的坑坑洼洼的土路，时常被周边
农田在梅雨季节的积水淹成了泥巴路。
今年，社区两委争取到“四好农村路”
建设项目。上级财政投资40多万元给
路基硬化成水泥路，村里配套投资25
万元用于路基基础及安装路灯。目前工
程已接近完工。

类似的民生改善，在白马社区已成
为常态。近年来，该社区完成道路硬化
1.78千米，实现21个居民组垃圾桶投放
全覆盖，共投放100个垃圾桶，配置垃圾
车1辆……如今，走进白马社区，但见水
泥道路整洁宽敞，房前屋后绿树成荫，田
野蜂飞蝶舞，仿佛置身花园当中。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王小红

白马奔腾振兴路

桐城市龙腾街道白马社区，地处丘陵地区，一不靠山，二不傍水，原是个有名的穷村。全村3500余口

人，4800亩耕地，平均一下，标准的“一亩三分地”，完全依靠农业生产，农民很难发家致富。从村集体看，

原先的情况也不容乐观，2016年之前，集体经济收入长期为“负数”，村集体曾经负债多达90万元。

本报讯 10月 13日，在怀宁
县江镇镇于山村龙王嘴组6个大
棚里，全部堆满了菌棒，还有10
多名村民在无菌箱里制作菌棒，
一派忙碌景象。“这是我们相邻4
个村各出资 10万元投资的黑木
耳项目，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
享。6个大棚有30万棒，这些制
作好的菌棒在大棚里养40天后，
再搬到露天工厂摆放，在自然环
境下生长，可实现收益150多万。”
正在大棚里查看菌棒质量的于山
村党支部书记何祥介绍说。

这是江镇镇虞公山联合党
委抱团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
富，聚力助推乡村振兴的强有力
举措。

受地理位置和交通影响，江
镇镇于山村、盘石村、赵山村、余
冲村之间的产业发展不平衡，习
惯于单打独斗，发展产业各自出
力，造成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现
象。为此，今年5月份，该镇将这
4个地域相邻、资源互补、产业集
聚的村级党组织，组建成虞公山

联合党委，探索建立村务共商、
资源共享、规划共谋、产业共建
的乡村振兴新模式。

虞公山联合党委成立以来，
围绕蓝莓种植县域特色、木耳种
植本地特色、试点紫薯种植，流
转山场700亩发展蓝莓种植，先
后对于山村双口河蔬菜基地进
行改造升级，利用插棒技术种植
10万棒黑木耳，对现有黑木耳大
棚进行整修（30万棒），试点种植
50亩紫薯。与此同时，江镇镇还
积极推行“企业+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通过抱团发展，实现了
三方共赢。

“我们打破各村发展地域壁
垒和思维定势，抽调部分懂农业、
善经营、会管理的村干部，推动
资源跨村整合配置，实现要素优
势互补，突破强村发展瓶颈、攻
克弱村发展难关，实现大村带小
村、强村带弱村，村与村全面发
展的新格局。”江镇镇党委书记
查旵东说。

（通讯员 檀志扬 张庆明）

怀宁：
融合发展蹚出强村富民路

本报讯 2021年，桐城市吕
亭镇坚持以党建带团建，不断激
发团建工作活力，为推动全镇各
项工作贡献青春力量。

规范团的基层组织建设。
吕亭镇以党建带团建为抓手，优
先在青年聚集的地方建立团组
织，提高团组织有效覆盖率。

严格执行入团程序标准。
该镇突出团员先进性，按一定团
青比例上报发展团员数。同时，
加强入团积极分子教育、培养和
考察工作，确保发展团员程序规
范，材料齐全。截至9月底，吕亭
镇规范发展团员40名。

推进智慧团建落细落实。
该镇加强“智慧团建”系统管理，
及时转接团组织关系，更新录入
系统信息。目前已完成高校团
员组织关系转接330余人次。

强化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该镇要求各团支部扎实开展以
党史学习教育为主题的团日活
动，同时充分发动团干部及团员
青年以实际行动践行“我为群众
办实事”，积极引导青年团员深
入基层服务群众，激励青年承担
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不断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吕亭镇充分发挥组织优势，联合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妇联、
民政、安监等部门，多次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截至10月上旬，共
开展了“学雷锋志愿活动”“第33
个爱国卫生宣传月宣传活动”

“防震减灾宣传”“新冠疫苗接种
宣传”“文明创建活动宣传”等10
余次志愿活动。

（通讯员 光宇菲）

桐城：
凝聚青年力量 守望健康成长

本报讯 为加强对辖区内
重点企业经营情况的了解，努力
营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良
好环境。迎江区滨江街道宜景
社区坚持每月深入一线企业，在
走访收集问题的同时，积极宣传

“四送一服”相关政策，指导企业
注册使用“四送一服”双千工程
服务平台，及时、准确的帮助企

业了解相关政策。
自“四送一服”工作开展

以来，社区通过悬挂横幅、播
放电子屏、发放宣传单、微信
群推送等多种形式将“四送一
服”相关政策及时向企业宣
传，保证相关政策措施落地生
根，为辖区企业提供保障服务。

（通讯员 吴超）

迎江：“四送一服”
送到企业的“心坎里”

漫步宿松县柳坪乡长溪河畔，溪流
清澈见底，瀑布飞珠溅玉，登顶罗汉
尖，感受山风细语……在这里，青山绿
水的诗意和神韵尽显。

“周末和节假日，周边县城、湖北
等地游客，时常来此登山休闲、避暑度
假、摄影采风等，我的农家乐不提前预
订都没有位置。”10月17日，邱山村村
民吴泽虎笑着说。

近年来，柳坪乡依托资源优势，开拓
“旅游+”和“＋旅游”的发展路径，努力打
造以休闲观光、产业体验为主线，融合美
食特产、红色教育、精品研学于一体的

“三十里风景廊道”，走出了一条“旅游兴

乡”的振兴之路。
“沿县道X065一路骑行，映入眼帘

处处是景，感觉心旷神怡。登顶罗汉
尖，仿佛置身云山雾海，可以尽情领略
安徽、湖北两省风光，感觉神清气
爽。”宿松县游客郑莘说。

罗汉尖是宿松县最高峰，坐落于柳
坪乡邱山村，罗汉尖主峰景区目前已经
建成露营地600㎡、休闲小屋64㎡、观光
长廊100㎡、观景亭2个、停车场1700㎡，
景区内游客中心、公厕、民宿等一应俱
全。景区内发展星级农家乐10家。

该乡党委、政府先后投入3000余万
元，打造茶叶、毛竹、雨花菜、黄桃、油茶

等基地47个，发展茶叶近万亩，雨花菜
500 余亩，经果林 3000 余亩，年产值
3000余万元。县内及周边县城群众经
常慕名前来，在此尽情体验采茶、摘果、
垂钓、品尝美食的乐趣。

“闲暇时光，我喜欢约上三两好友，到
柳坪乡龙河村观看制茶技艺，在农庄内、古
树下、小亭中，泡上一杯芳香扑鼻、沁人心
脾的‘宿松香芽’茶叶，感受品茗的快乐，独
享生活的悠然自得。”游客沈志诚说。

柳坪乡作为黄梅戏“打猪草”发源
地，黄梅戏传唱经久不息，罗汉尖、打
虎记等传说、民间故事口口相传，“断
丝弦锣鼓”时常在群众中演奏，斗笠制

作、裱纸生产、“宿松香芽”茶叶制作
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引人驻足，文化
广场上广场舞、农民歌手大赛、乡村春
晚等等文化活动精彩纷呈。同时，柳坪
乡利用自身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推出
了一批红色旅游线路，县内外游客纷至
沓来。

通过发展旅游业，柳坪乡的生态资
源得到了有效利用，解决了老百姓守着

“绿水青山”而看不到“金山银山”的
难题，带动了村民脱贫致富，带动了村
级集体经济增收，走出了一条旅游之花
铺就的乡村振兴之路。
全媒体记者 付玉 通讯员 吴建中

柳坪乡：“旅游+”加出致富新风景

“今天你们解决了困扰我们中心
多月的用电问题，非常感谢！”滨江街
道社区服务中心吴主任拉着菱湖供
电服务中心党员服务队的手说道。

据了解，迎江区滨江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是市疫苗接种重点单位，
近期每月都会发生多次内部跳闸故
障。10月14日，国网安庆供电公司菱
湖供电服务中心接到该社区服务中
心诉求后高度重视，立即精心组织安
排中心客户服务一班、东城配电班党
员服务队员协同“会诊”。

工作人员抵达现场后，对用户自
管配电房进行勘察，几经排查后，发
现有两枚钉子钉在墙内固定灯具，加

上这两天多雨潮湿，达到一定湿度后
就会漏电跳闸。抢修人员当即拔出
钉子，为用户线路、空气开关经行更
换，并再次检查用户配电房，确认无
其他问题后送电。电网侧送电十分
顺利，但对负荷侧送电过程中，由用
户电工自行排查表后线路的二楼突
然断电，并再次导致跳闸。工作人员
当即停止送电，对二楼分路开关进行
检查。凭借丰富的现场工作经验，工
作人员找到了用户频繁跳闸的根源
故障点是二楼分路开关部分进线接
触不良。在切除该部分负荷后，用户
送电成功，滨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正常用电。（蒋立莉 孙星豪）

用心“会诊” 保障疫苗接种
“喂，是供电公司吗，今天我的冻

库突然合不上闸了，请派人过来看
看。”10月 13日，国网望江县供电公司
供电服务中心接到太慈镇茶场负责人
徐金苟的报修电话。

就在徐金苟一筹莫展之时，望江
公司党员服务队员很快上门了。

“接到平台的通知，我们打出报修
单就出发了。”望江公司党员服务队员
余绵灯说。经过徐金苟的介绍，党员
服务队员们仔细检查了所有用电设
备，钳型电流表、测电笔等全都用上
了。经查是因为该茶场新增了一台理
条机，茶场自行安装接电导致三相电
流不平衡，调整后闸刀合上就行了。

这种更快捷的服务客户，得益于推
行的数字化供电所运营管控平台。有
了数字化智能平台，系统主要实现设备
运行监测，结合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开
展用户用电情况前置监测管理，及时发
现三相不平衡、低电压过载、用电异常，
实时分析当前线路运行情况，及时发现
并排除相关安全隐患，有效保障了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 （龙畅 檀利兵）

数字化管理 让服务更快捷

本报讯 宿松县程岭乡结
合“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力促
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敬畏心、
事业心、同理心、责任心”，以提
高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
务水平为突破口，着力抓好美丽
乡村建设。

进一步强化敬畏心，把党建
引领这件“头等大事”做好。程
岭乡探索构建“党支部—党小组
—党员”网格化党建模式，党员
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主动填埋
旱厕，做好房前屋后绿化，争做
环境卫生整治的“领跑者”。

进一步激发事业心，把环境
整治这件“基础要事”做实。该
乡通过组建专业化队伍并配备
环卫工人，实行垃圾定点存放，
统一清运，日产日清，农村环境
面貌得到明显改善；同时，以中
心村为重点，引导群众建设美观
整齐的庭院围栏，村内文化广场

积极建设树带、花池。
进一步强调同理心，把服务

群众这件“民心实事”做暖。该乡
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尊重
群众的主体地位和意见，做到因
地制宜，方便农村生活习惯。在
村庄庭院的内部绿化上，以村民
的自留菜地上的蔬菜、花卉、果树
等作为主要绿化苗木。不砍树，
不填河，以自然景观为基础，真正
做到以绿治脏，以绿挤空。

进一步增强责任心，把长效
管护这件“压轴大事”做深。人居
环境整治要看“整”和“治”，更要看

“用”和“管”，程岭乡构建长效管护
机制，让人居环境实现长期可持续
发展，同时，整合乡村干部、党员、
群众的力量和乡村振兴、文化、司
法等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合作，将
管护责任具体落实到人，真正做到
常抓不懈、常态长效管护。

（通讯员 陈迎迎 杨益）

宿松：“四心并用”
全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10月18日，科技专家在农技推广中心
水稻新品种示范区给农民和种植大户“充
电”。皖河农场依托水稻新品种示范区结
合农民科技需求，面对面、手把手地开展
技术指导，向农民传授现代农业科技知识
和实用技术，帮助农民解决技术难题。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徐丽燕 摄

送“农技快餐”

到田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