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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刊

寺前镇镇区全貌寺前镇镇区全貌

寺前镇乔木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志愿服务，助力村级集体经济。
通讯员 章彩凤 摄

寺前镇义安村美丽乡村庭院。 通讯员 吕启凤 摄

太湖县寺前镇紧紧围绕“生态强镇、文化强镇、旅游强镇”的工作目标，全镇呈现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良好态势，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先后荣获“第五届安徽省文

明村镇”“安徽省特色小镇”“安徽省防汛救灾先进集体”、 全国示范型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等荣誉称号。

生态强镇 文化强镇 旅游强镇

寺前镇：茶旅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

寺前镇现有从事茶叶生产农户
6602户，占总农户数的83%。全镇茶
园面积达2.1万亩，已全部通过无公害
论证，其规模占全镇农产品总种植面
积 86%。其中，开采面积 1.76 万亩；
良种无性系茶苗育苗基地3个共 120
亩；年出苗数 1000 万株，居全县首
位。现有大中型茶叶加工厂27个，大
型茶叶色选机4台；2021年年产干茶
800余吨，较2016年增长近300余吨，
涨幅近60%。茶叶总产值达亿元，占
全镇农业经济总收入的 72%。2019
年，寺前镇被评为国家级茶叶“一
镇一品”示范镇。

该镇以打造茶旅小镇为目标，做
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文章，推动

茶叶产业多元化发展。重点培育 “拜
石禅茶”等绿茶品牌，以品牌产品擦亮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的金字招
牌。建设以茶叶产业为主的高水平农
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同时，在农业产业上，洪畈村集
体茶园巩固提升，其林村农产品收储
销售中心完善仓储、冷链工程，安仓
村新建农副加工车间500平方米；塔
镇村新建黑木耳种植基地18亩9.5万
棒；中河村新建黑木耳种植基地 30
亩；桥冲村投资20万元购置中药材加
工设备；佛图寺村投资16万元购置菊
花烘干设备。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
总产值比提高到3.5:1，农村产品网络
销售额提高到0.5亿元。

特色产业不断壮大

寺前镇于2018年被命名为“安徽
省特色小镇”。特色小镇规划占地面
积 2.8 平 方 公 里 ， 总 投 资 13.586 亿
元，目前已完成投资 2.707 亿元。完
成了状元渡旅游码头、景区三星级
旅游公厕；小镇核心区污水处理厂
及管网建设；赵朴初文化公园诗词

碑林建设和报恩禅寺土地储备、报
批手续；禅文小镇进出口景观提
升、街心公园改造及码头改造工
程；特色小镇生态红线和自然资源
保护地的调整，规划范围内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调整完毕并获批；禅医
养生基地栀子花岛总体规划方案已

获批，总体规划修编和特色小镇详细
规划编制工作已基本完成。近年来，
寺前镇荣获“国家级生态镇”“安徽省
特色旅游景观名镇”“安徽省文明村
镇”“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等称号。
2021年 5月正式获批为“安徽省首批
特色旅游名镇”。

寺前镇依托寺前“朴初故里”的
旅游招牌，继续推进特色小镇规划区
内的重点项目建设，在街道风貌改
造、景区景点、旅游服务产品中，全
面融入茶文化元素，开发含有寺前特
色的系列精品旅游项目，把寺前打造
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文化旅游名镇。

特色小镇阔步迈进特色小镇阔步迈进

寺前镇着力加快特色小镇建设，助
推全域旅游。多方整合资源，建成茶文
旅中心等一批重大项目,推进临湖景观
防洪堤工程立项；吸收社会资本共同参
与、联合打造特色小镇。开发朴老系列
文创旅游产品，丰富旅游业态，推动全
域旅游大发展。

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和乡村振兴人

才培训基地、乡贤馆及各村村史馆，推
动洪畈村栀子花岛旅游开发、桃花岛旅
游综合开发和花亭湖周边岛屿旅游开
发，完成寺前镇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推
进寺前镇朴园生态旅游开发项目、寺前
河旅游漂流项目、佛图寺景区旅游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实施。

目前寺前镇完成全民健身中心、污

水处理厂工程建设，做好寺前镇中心卫
生院整体迁建前期工作，实施镇区镇容
镇貌整治提升工程，完成对寺马线、寺
佛线等25公里县乡道进行提质改造，
对乔木寨景区路、栀子花岛等旅游道路
进行建设，对马桃路、叶家路等隐患路
段安装农村公路生命防护工程。

“‘十四五’期间，寺前镇将紧紧围

绕‘做强茶旅产业，建设名人故里，打造
禅文小镇’三大战略。”寺前镇镇长梅庆
华说，以乡村振兴为总揽，以绿色发展
为举措，以茶旅融合为核心，以现代农
业为基础，全力推动‘生态强镇、文化强
镇、旅游强镇’建设，实现全镇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吕自强

开发提升全域旅游开发提升全域旅游

“老陈，你们夫妻俩要按时吃药，不吃
重油、少吃咸菜，坚持戒酒、少抽烟……”日
前，太湖县寺前镇王畈村大湾组66岁的党
员、慢病网格长张振球，手提“探视包”，走
村串户，开始当月的第二轮慢病随访。

探索网格化

今年初开始，寺前镇开展慢性病防
控网格化管理试点工作，根据现有医疗
资源和慢病患者的需求，将辖区内慢病
患者，划分为若干个网格小组，配备网
格长，对网格内慢病患者进行健康饮食
宣传、健康随访和生活干预；开展慢病
控制全过程服务，提升患者对慢病的自
我认识，自己管理。

全镇建立“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慢病
患者网格长”四级联动机制，对慢病患
者制定针对性和个性化的健康教育和
随访治疗方案，让慢病患者的管理更精
准化、细致化和科学化。

在《罗溪村慢性病网格化管理小组
成员明细表》上看到，全村296名慢病

患者中，年龄最大的是第四网格的96
岁梅金莲老人，年龄最小的是第二网格
的 41 岁的章文焱，他们被分为 7 个网
格，分布在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山坳里。

王畈村大湾组张振球患高血压、
糖尿病、冠心病十多年，作为一名党
员、组长，又有多种慢性病，被镇村推
荐网格长后，对慢病患者的服务是体
贴入微。“在我这个网格有 70 名慢病
患者，其中患高血压的有 68 人、糖尿
病 12人，有50人长期在家，还有20人
在外流动打工……”平日里，除了对在
家的患者进行每月两次的上门巡查外，
张振球还对20人流动的患者进行电话
跟踪随访，叮嘱他们注意在外要不忘
加强自我防控。对每次上门检测的患
者的血压、血糖等慢病疾病指标，他都
即时整理上传到村、镇建立的个人健
康档案系统实时动态更新，为精细化
防治做准备。

像张振球一样，寺前镇王畈村、罗
溪村15个网格长中，有7名党员、4名组
长、1名退休人员、3名村医。为提高他
们的综合素质，县、镇、村组织医疗专

家，通过村民夜校、远程视频等方式对
他们进行培训教育；镇卫生院每月组织
医疗专家、网格长采取“以师带徒”面对
面研讨慢病管理经验。从患者建档、用
药管理、检测咨询全流程提供人性化服
务，网格长不仅长期关怀患者用药，提
供应急指导，还可以联动村、镇、县级专
业技术团队及时帮助患者。

幸福千万家

“我们村共有慢病患者380名，既
要跑点上门服务，又要反馈信息，发现
病情不稳定患者，及时进行健康干预，
若病情严重，要及时向上一级管理员汇
报。最忙的时候，村卫生室根本忙不过
来。”王畈村村医怀正茂告诉记者，村里
根据实际情况，设立了8个网格，建立
了慢病患者管理群，由网格长对患者进
行动态和全方位的健康管理，并完善自
测管理手册以及汇总登记本。在家就能
掌握全村慢性病患者的动态，这种模式
确实给怀正茂减轻了很多负担，更重要
的是提升了工作效率。

今年69岁的党员陈义为是供电部
门退休职工，也是一名高血压慢病患
者。因为他平时乐于助人，热心为慢病
患者服务，被推选为所在的第三网格
长，为17名慢病患者服务，最远的服务
对象距他家有 3 公里。今年 4 月 9 日，
他在网格内检测血压，发现村民占五
荣血压达到 192/116毫米汞柱，立即电
话报告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村医带
着药品赶到占五荣家，为他复测血压，
指导服药，告知注意事项。几天后，占
五荣高血压得到明显改善，“过去高血
压折磨10多年，就像身体里埋了颗定
时炸弹。现在有了网格长就像身边的
闹钟一样，时常提醒我们，健康有了

‘守护神’！”
慢病“网格长”模式开展以来，仅寺

前镇王畈村和罗溪村已有676例慢病
患者接受专业健康管理，并逐步建立起
医共体牵头单位县人民医院、镇中心卫
生院和村医慢病医防融合、分级管理、
及时诊疗的协同机制。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陈振伟 刘金阳

慢病“网格长” 健康“守护神”

本报讯 “以前村里办酒多，人
情多，占了家庭开支的大部分。”

“村规民约要起到实际效果，不能是
一纸空文。”“婚丧嫁娶事宜完全没
必要大操大办。”在村民议事会上，
村民代表、党员代表、乡贤代表纷
纷发表意见。

近年来，寺前镇义安村坚持把
移风易俗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工作，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相融合，
引导村民进行自治，着力遏制婚丧
嫁娶大操大办、互相攀比等陈规恶
习，充分发挥村民议事会、红白理
事会等作用，在辖区逐步形成了婚
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崇
尚文明的良好风尚。

义安村组建村民议事会、道德
评议会，针对村内重大事务、村民
道德行为开展评议，讲道理、评是
非，以德治村，解决村中问题。由
村书记担任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
会会长，吸纳老党员、老教师、道
德模范等乡贤骨干进入评议会，结
合实际制定评议会章程，针对对村
内重大事项、孝老爱亲、诚实守
信、勤俭持家等典型进行评议或褒
扬，对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封建
迷信等负面案例进行批评，不定期
开展议事或评议，每次议事或评议
都有记录，并及时公布议事和评议
结果。努力做到“事事有人管、先
进大家评”，在潜移默化中促进文明
乡风的形成。

“以前喜事要办10多桌，现在一
半不到，至少节省开支1万元。婚丧
嫁娶大操大办的陋习早该这样改
了。”日前，义安村村民程晓林提起
村里的改革，竖起大拇指。义安村
制定简洁易行的村规民约，充实婚
事新办、丧事简办等移风易俗内
容，反对大操大办和封建迷信，对
红白喜事的简办标准等提出了具有
可操作性的规定。成立红白理事
会，建立婚丧服务、农村宴席服务
等志愿服务队，为群众办理红白事
提供服务。红白理事会明确服务过
程，对操办时限、金额、宴席规模

等进行限定。
围绕清明、端午、重阳等重要

时间节点，义安村广泛开展形式多
样的倡导文明理念的实践主题活
动。如，在清明节，宣扬文明祭
扫；在端午节、重阳节期间，倡导
群众尊老敬老；在“七一”前后，
围绕建党百年开展“追忆革命征
程 赓续红色基因”主题党日活动。

同时，加强志愿服务站点建
设，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服务精神，聚焦群众日
常需求，组织开展疫情防控、防汛
抗灾、文明创建、护林防火、关爱
老人和留守儿童等紧贴群众需求、
形式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让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们受益；利用镇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村专业合作
社、镇科协等载体广泛开展科普活
动，把科普知识送到田间地头。在
暑假期间，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积
极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益暖童
心 筑梦启航”关爱留守儿童志愿
服务活动。志愿者们通过入户走访
的形式，详细了解留守儿童的家庭
和学习情况，为他们送去书包、文
具、书籍、手写明信片、跳绳等

“爱心礼包”，对留守儿童及其监护
人开展预防溺水、交通安全等宣传
教育，帮助留守儿童度过一个平
安、快乐的暑假。通过一系列活动
的开展既起到了倡导文明理念，也
弘扬了乡风文明。

为助力乡村振兴，改善人居环
境。义安村将人居环境整治和群众
观念转变相结合，以星级文明户、
最美庭院创建等为载体，推动城乡
人居环境整治有效开展，打造一批
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文明示范户，
以示范指导的形式，帮助农户开展
庭院整治，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
果。整齐的客厅、洁净的卧室、利
落的厨房、花草点缀的院子，一幕
幕美丽的庭院风景，初步形成了家
家争创美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美
丽宜居乡村的良好氛围。”

（通讯员 吕云珠）

移风易俗促进文明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