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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在怀宁县清河乡龙池村
花山寨，雨过天晴，茶树飘香，时时处
处可见茶人忙碌的身影，幸福的笑声回
荡在这片静谧的村庄。

几十名采茶村民挎着背篓，在茶园
里采摘嫩绿的叶尖。“这个100亩茶园
是我们村结合项目资金投资120万元发
展的村级集体经济。我们咬定‘茶’山
不放松，未来不仅要走种有机茶之路，
也要走茶旅融合发展之路，让村民腰包
更鼓。”龙池村党支部书记陈卫中说。

在龙池村龙池香尖茶厂，工人们有
条不紊地对采摘来的鲜草做一系列处
理，摊青、杀青、理条、烘干，摊青
机、杀青机和烘干机正不停作业。“帮
我称一下，看看这些茶草多重？”81岁
的陈改苗老人身体很硬朗，她手挎一篮
茶草送到茶厂，老人家里种了2亩多茶
园，当天上午摘了 2 斤多茶草，卖了
100多块钱。

眼下正是春茶收获的时节，龙池村
的村民们不仅可以销售自家茶园的茶
叶，还可以通过采茶获得收入。“不用
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挣钱。”龙池村

脱贫户陈细毛，正手脚麻利地在茶园采
摘新茶，她家有老人、小孩，不方便外
出务工，家庭收入微薄，如今每天在家
门口的茶叶产业扶贫示范园务工，每月
有 3000 多元稳定收入，还能照顾家
庭，生活越来越好。

一片茶叶如何振兴一个村庄？龙池
村海拔450米，常年云雾缭绕，是茶叶的
绝佳种植地。过去，海拔高、土地贫瘠、
交通不便等因素一直制约着龙池村的经
济发展。这些年，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
下，龙池村人靠山吃山，依靠茶产业发
展，实现了从“贫困”到“致富”的嬗变。

“过去茶厂里面的生产设备很简陋，
像家庭作坊一样。现在的话，我们都是
引进国内先进的生产流水线来生产。”龙
池村“龙池香尖茶”茶厂负责人陈国平一
边忙碌一边介绍说。

“龙池香尖”制作始于宋代，已有
700年历史，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龙
池村多次邀请安徽农大茶叶系和安徽茶
叶研究所知名专家亲临指导，在传承保
留古老精湛核心制茶技艺的基础上，成
功实现了以现代化机械加工替代传统手

工制作，并增加了压扁制作工艺，增强
了产品耐泡性，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
更使龙池香尖整体品质得到了提升。

在怀宁县，讲到最出名的农产品，
除了蓝莓，大家都会说出是“龙池香尖
茶”。为有效开发和保护这一地方特
色，龙池村加大山场的土地流转力度，
通过龙头企业带动茶叶种植和精深加
工，不断培育和引进优良品种，进行品
牌种植，特色种植。目前，龙池村茶园
面积已发展到2000多亩，茶叶已发展
成为当地农业农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
业。“龙池人采摘片片茶芽，换成张张
人民币，砌成栋栋楼房。”该村党支书
记陈卫中自豪地说。

这些年，充分挖掘当地旅游资源和
优势特色产业，把种茶产业和旅游产业
有机融合，走出了一条“靠山吃山、以
茶带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实现了茶园
变公园、农民变老板、农家变酒店、农

村变乐园，“农民不出门、收入快速
增”的目标。

站在龙池村山顶望去，千亩茶园郁
郁葱葱，一派生机，村民们都在忙着采
茶。小小的绿色茶叶，让当地村民摆脱
了过去收入为零的窘境，成为了增收致
富的金叶子。现如今，龙池村茶园面积
达 2000 余亩，村民人均收入达 1.5 万
元。过去，荒山满地草，食不果腹。如
今，荒山变绿洲，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
山。被茶园包围的龙池村，村民的生活
也如茶叶一样入口微苦，苦后甘来。

“我们结合以茶为本、文化为魂、
茶旅融合、生态康养、全域旅游的基本
思路，通过推进景区茶园一体化、茶旅
品牌一体化、茶旅文化一体化、茶旅康
养一体化，助推茶旅高质量融合，走建
设茶旅文化相生相融的产业发展乡村振
兴之路。”清河乡党委书记吴华说。

通讯员 檀志扬

从“贫困”到“致富”的嬗变

一片茶叶 富了一个村

“师傅，需要热开水吗？”3月25日
中午，在105国道宿松县碧岭疫情防控
卡点，一名穿着鹅黄警用雨衣的女警在
风雨中提着开水瓶，叩响一辆辆长途大
货车驾驶室玻璃窗。一杯杯热水送进驾
驶室，温暖着一拨拨长途跋涉的外地驾
驶人。这名女警就是宿松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一中队女辅警汪金平。她也是该县
四个交通卡点中唯一在路面协查“两码
一证明”的女交警。

3月15日，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需
要，宿松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在105
国道碧岭路段设立疫情防控卡点，检查
进入宿松县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的“两码
一证明”，筑牢疫情防控安全防线。在
交警一中队临时召开的紧急动员会上，
汪金平高高地举起了右手，“我去。”铿
锵有力的话语，赢得了一阵掌声。就这
样，汪金平和中队5名男同事一起，挺

进了105国道佛子岭疫情防控卡点，协
同交通、城管等部门开展“两码一证
明”核查工作。

105 国道大货车多，一辆接一辆，
疫情防控人员几乎都是夹在大货车中间
奔走，安全隐患多。汪金平巾帼不让须
眉，积极主动参与“两码一证明”核
查。有的大货车驾驶室很高，汪金平就
扯着嗓子和驾驶人进行交流，有时需要
踮着脚尖把二维码高高举起来，让驾驶
人用手机扫一扫。

在核查“两码一证明”过程中，
经常遇到上了年纪的驾驶人和乘客不
会使用相关APP内的扫一扫和查询功
能，这样就会延长核查时间，容易造
成交通拥堵。遇到这种情况，汪金平
总是快速引导当事人操作，一时难以
学会的，她就把车引导到前面路旁，
进行辅导，减少后方车辆等待时间。

有一次一位山东的老驾驶人翻了半天
也找不到核酸检测证明，急得满头大
汗。汪金平就领着该驾驶人到疫情防
控卡点就地进行核酸检测，方便该驾
驶人继续出行。

汪金平和同事在协同交通、城管、
卫生防疫等部门工作人员共同防疫期
间，发挥自己年轻的优势，主动多站多
排查，多让老同志歇一歇，坐一坐。工
作中，她总是笑容满面，热情有加，深
受同伴们的喜爱。

3月 19日以来，宿松县气温骤降，
又是风又是雨，帐篷被大风刮倒几次，
卡口疫情防控工作环境恶劣。汪金平和
同事们没有退缩，她穿上雨衣，一头扎
进雨中。风雨寒潮中，她要做好“守门
人”，不让一辆未经核查的车辆进入宿
松。风雨中撑不稳伞，不一会身上的警
服就潮湿了。每天回到家疲惫不堪，父

母看在眼里非常心疼，一边帮她烘干衣
服，一边鼓励她继续坚强。

谈起风雨中的核查，汪金平说：
“有时候雨大，我伸出二维码时，雨水
就沿着手背直往袖子里流淌，冰凉冰
凉的。”“我们不能因为雨大就停止核
查，让车辆直接过去；也不能让车辆
停下来等。这样会造成交通拥堵，影
响驾驶人出行。”“特殊时期，辛苦点
自己，多方便点别人，这是一名交警
应该做的。”

据不完全统计，汪金平每天在卡点
连续工作8个小时，吃喝都在卡点。一
天要核查车辆200多台，驾驶人和乘客
300多人。在繁忙的工作中，她细心地
发现，有些长途驾驶人在路途中没热水
了，很想喝上一口暖暖身，提提精神。
汪金平便成了卡点的送水人。
通讯员 李政平 全媒体记者 付玉

宿松：“疫”线绽放的铿锵玫瑰

本报讯 当前，正是桐城小
花茶采摘好时节。4月4日，桐
城市黄甲镇葛湾村的道姑尖茶
园迎来了一支身穿红马甲的志
愿者队伍，他们在接受简单培训
后，迅速“上岗”成为采茶工，帮
助茶农及时采摘茶叶，缓解茶农
的燃眉之急。

“每年春天采茶工都十分紧
张，现在也正是采摘茶叶的最佳
时期，由于缺乏人手，许多年迈
的茶农只能无奈地看着嫩芽长
成老叶，现在这么多志愿者来
了，帮了我们大忙。”葛湾村党总
支书记吴成立说道。

今年受疫情影响，桐城山区
茶农普遍面临“用工荒”难题。为
保障春茶采摘的正常开展，桐城
市直工委迅速发出“帮茶农采茶，
展党员风采”志愿行动倡议。短
短一天时间，300余名党员志愿
者、青年志愿者、巾帼志愿者等踊
跃报名参加此次主题志愿活动。

“这次活动很有意义，不仅
帮助了茶农，也是亲近大自然、
体验劳动快乐的机会。”来自桐
城市文旅体局的志愿者吴小英
说道，她在单位工作群上看到活
动消息，立马报了名。

志愿活动期间，来自桐城市
直机关300多名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者经过简单的采茶培训后，
便分别下沉到黄甲镇7个村的茶
园里，他们身穿红色马甲，头戴
小红帽，拿上采茶的袋子或是腰
系茶篓，走进茶园全神贯注的帮
助采摘茶叶，忙碌的身影不时在
茶园里穿梭。

今年来，桐城市直工委已累
计开展在疫情防控、扫雪除冰、
助农采茶等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1700余人次，切实落实“我为群
众办实事”，以实际行动推动桐
城实现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余大国 叶庆
全媒体记者 付玉）

桐城：
“志愿红”助农采茶缓解“用工荒”

本报讯 “很高兴，公司新
购置的生产性设备补助 95.4 万
元已经到账，为我们持续发展提
供了强有力、最实惠的支持。”

近日，记者从安徽万创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潘俊峰口
中得知，为确保企业年产5000吨
SMS医用非织造布和200万箱医
疗防护用品项目顺利实施，公司
新购置了单模头熔喷非织造布
生产线等生产性新设备，获得了
设备投资额15%的补助。

“在经开区工作人员的指导
帮助下，奖补资金很快就申请下
来了。除了设备补助，还有财政
贡献支持奖补。”潘俊峰说。

为进一步强化“双招双引”
工作，加快引进新动能、培育新
产业、厚植新优势，怀宁县出台

《怀宁县工业项目招商引资优惠
政策》，为投资者送上真金白银
大礼包。

据了解，此项招商引资优
惠政策从产业发展、固定资产
投资、设备、租金、搬迁、物
流、人才、装修等方面明确奖
励标准，激励企业做大做强。
同时在手续办理、教育、住房
等方面明确全程代理制度、联
系帮扶制度和安商亲商制度，
提供服务保障。

今年以来，怀宁经开区已为
各企业提供相关招商引资政策
奖补兑现486.62万元，还有223.8
万元奖补资金手续已完备，拟于
近期发放。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
讯员 刘庆 王安娟）

怀宁：政策红利 厚植招商沃土

本报讯 “您好，请出示‘健
康码’‘行程码’。”高速路口是防
止疫情输入的重要关口，连日
来，在望江县武昌湖高速收费站
出口，长岭镇党员干部、志愿者、
交警等坚守一线，形成“物防+人
防”双层防控网。

武昌湖高速收费站是省外
与望江县长岭镇、鸦滩镇、凉泉
乡等乡镇连通的重要“关口”，为
做好疫情防控外防输入，长岭镇
迅速组织镇村党员干部成立了
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并于3月31
日成立了长岭镇驻武昌湖高速
卡口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党
员干部闻令而动，迅速集结，筑
起外防输入的“红色堡垒”。

“目前我们支部有 37 名党
员，我们成立临时党支部，就是
要发挥党员的先锋作用，合力做

好高速路口疫情防控的服务工
作。”临时党支部书记何海明介
绍，按照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大
家密切配合，严格对所有进入
武昌湖收费站车辆及人员进行
二码联查，确保不漏一车、不
漏一人，市外返乡人员就地现
场开展核酸检测，对红黄码人
员按疫情防控管理要求进行管
控，并做好登记。

临时党支部成立以来，党员
志愿者们承担着不同的任务，严
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为望
江群众保驾护航。在党员的带
动下，不少群众主动申请当起志
愿者，积极加入到疫情防控工作
中来，用实际行动为疫情防控贡
献自己的力量。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
讯员 何鑫）

望江：“疫”线筑起“红色堡垒”

4月7日，宿松县供电公司员工检
测复兴镇农用排灌上角圩专变运行情
况。连日来，该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
活跃在田间地头，为春耕春灌用电保
驾护航。

通讯员 沈新荣 摄

春耕春灌

电力护航

本报讯 岳西县纪委监委积极推进
村级“小微权力”运行制约监督平台建
设，紧盯民生、扶贫等领域资金及项目

“最后一公里”监督，深化村级党务事
务公开，不断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建设，有效解决群众身边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

聚焦“好用”，唤醒“沉睡”数
据。岳西县纪委监委厘清权力事项，坚
持“小微权力进清单，清单之外无权
力”，督促县直有关部门根据各自职
能，梳理40项“小微权力”事项统一
纳入小微权力清单，逐项绘制流程图和

办事指南，实现“村干照单履职尽责，
村民看图监督办理”。该纪委监委高度
重视数据质量，以“室·组·区”联动等
方式开展业务培训40多场次，累计培
训县乡村业务人员 1800 余人次。同
时，整合现有数据资源，接入涉农资金
发放、“三资”管理、村级集体经济等
现有数据，实现86%的数据自动抓取、
自动更新，精准录入12175条需人工更
新的信息。截至3月底累计集成40余万
人口信息、公开资金数据151.3万笔，让

“沉睡”数据焕新态，以权力公开精准
预防“微腐败”。

对标“管用”，吸引群众参与。该
纪委监委实行通报约谈制度，设置监督
平台查询服务岗，让镇村干部全员会查
会用，走村入户开展现场教学，持续扩
大覆盖面和群众知晓度、使用率。该纪
委监委在全县主流网站和微信公众号设
置登录窗口和惠民资金和为民办事反馈
窗口，群众信访举报零障碍；及时精准
回应，办理动态实时更新，点对点精准
回应群众关切。平台建成以来，群众登
录率超过80%，群众平台认可度和政策
知晓度、满意度持续提升。

力求“实用”，提升监督质效。该纪

委监委强化县、乡纪委分办督办处置职
能，实行通报约谈制度，按照信访举报、
为民事项办理流程时限进行效能预警，
及时受理并按期办结信访举报，及时转
办意见建议到相关部门。搭建数据比对
模型强化逻辑预警，在平台反映关注度
高、信访举报量大的问题中发现线索，及
时开展乡村振兴重点项目、村级财务、城
乡低保等专项监督。小微权力监督平台
进一步畅通了群众投诉处理机制，提高
了监督质效，2020年、2021年全县信
访举报分别同比下降30.1%、19.2%。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刘汪栋）

岳西：书写基层治理“大文章”

本报讯 近日，宿松县九
姑乡对水源保护区开展专项整
治保护工作，严格源头控制，
确保群众喝到安全水、放心水。

该乡组织乡村干部、党群
和志愿者开展沿湖清洁行动，
以三处进入大官湖叉口为重点
区域，累计动员200余人参与清
河行动和环境卫生整治，无死
角地清理漂浮垃圾。同时加强
对周边群众的宣传教育，提高
群众环保意识，确保入湖河道
的监督管理和日常保洁的长效
机制贯彻落实。

近年来，九姑乡扎实推行
河道日常巡查制度，组建乡村

管理网络，各村巡查人员对辖
区流域环境卫生情况做到一周
两巡查，对乱占乱建、乱排乱
倒等问题做好记录，第一时间
上报、第一时间会商解决。

在 日 常 监 管 和 整 治 过 程
中，该乡重点加强矿企、养殖
业排污监控和整治，强化监督水
源保护区内各种污染物的存放
和处理，防止污染，确保水质安
全、饮水安全及群众生命安全。
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
河道综合治理、生态文明和乡村
振兴建设有机结合。

（通讯员 刘升华 全媒体
记者 查灿华）

宿松：整治饮用水水源地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