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高温酷暑的季节，从
岳西县城沿着 105 国道乘车北行，
不到30分钟，就来到“夏天喝热稀
饭不淌汗”的石关乡，打开车窗，阵
阵凉风拂面而来。今年 6 月以来，
该乡日接待游客1000人次，累计达
到4万人次，带动“清凉经济”创收
1200万元。

7月31日晚，石关乡石关村，不
少游客在农庄院内休闲漫步、下棋
娱乐。来自安庆市区的张芸是一名
退休教师，已在这里住了将近一个
月。“这里海拔高，独特的地形形成
了良好的气候，晚上睡觉完全不需

要空调，半夜还要盖被子。”张芸说，
她已经连续第六年来这里避暑，每
年六月下旬就开始联络这里的房
间。“我每年都来，这两年人越来越
多，要不是早点预订，房间估计都很
难找了。”

对于石关村小龙组农家乐负责
人李叶森来说，近年来早已习惯了
这种“爆满”。“以前是闲，现在是闲
不住、闲不了！”李叶森原先是脱困
户，近年来专心经营自家农家乐，从
以前年收入不足 4000元到现在的
年收入约8万元。

石关乡距县城20公里，乡域平

均海拔847米，夏季平均气温保持
在25℃左右。“因为夏季气候凉爽、
宜人，现在沪苏浙和皖北地区来避
暑的客人渐渐多起来，必须提前一
两个月才能预定到房间，可以说一
房难求。”石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汪文林说，今年来石关避暑
度假的游客最多的一日突破 2200
人，达到历史新高。

海拔高形成的清凉小气候其实
早就让石关乡名声在外，但是，长期
以来，当地群众并没有把这一独特
资源利用好。“虽然这里有国家体训
基地、省直机关干休所等避暑场所，

但当地群众并没有从中找到发展机
遇，主要增收渠道还是一亩三分
田。”汪文林说。

“一房难求”状况始于2015年前
后。石关乡党委政府抓住全县创建全
域旅游示范区的契机，依托国家体训
基地、省直干休所等“金字招牌”，把

“生态+”理念融入到产业发展之中，
借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
大力推进“双招双引”，因地制宜发展

“清凉经济”，推动生态要素向生产要
素、生态财富向物质财富转变。

接待能力是“清凉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体现。该乡结合村集体

经济发展，引入各类市场主体，陆续
规划建设象形旅游接待中心、马畈
民宿集、东冲特色民宿等项目，初步
形成了以清溪行馆、书法大厦为引
领的高中低不同档次、覆盖不同人
群的民宿体系。今年 6 月，总投资
2000多万元的清溪行馆一经对外营
业，便吸引网友慕名围观打卡，填补
了岳西县高端民宿的空白。目前，全
乡建有民宿、农家乐120多家，其中
四星级农家乐4家，年接待游客 10
万人次，综合收入达5000万元。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储川川）

石关乡：高山小镇的清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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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本报讯 8月 7日，宿松县下仓镇组织该
镇青年党员志愿者进村入户，开展疫情防控、
人居环境整治、移风易俗、矛盾纠纷调解、村民
事务代办等统一志愿服务活动，让青年党员在
社会实践中密切联系群众、提升党性意识。

为加快青年党员成长，坚守入党初心，更好
地融入党组织，该镇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
带头作用，调动青年党员志愿服务热情，成立青
年党员志愿服务队，定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进
一步拓宽青年党员服务发展、服务社会、服务群
众渠道，引导青年在社会实践中锤炼作风、提升
本领，提高他们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努
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为推动全镇高质量发
展凝聚青春先锋力量。 （通讯员 陶志高）

下仓镇：组织青年党员社会实践
提升党性意识

本报讯 近日，望江县雷池乡组织部分县
乡人大代表开展“为企优环境”专题视察调研
活动。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望江县兴江新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等多家非公企业实地了解企
业生产经营情况，召开了代表和企业负责人座
谈会，围绕依法履行代表职责、助力优化营商
环境等，积极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

此次活动主要围绕当前非公企业在运营中
所面临的困难和堵点问题开展调研，实地了解
并帮助解决企业实际问题和困难，积极发挥人
大代表桥梁纽带、模范带头、监督推动作用，促进
人大代表在改进工作作风、为民办实事、为企优
环境中更好担当作为。 （通讯员 虞祝华）

雷池乡：人大代表专题调研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 近日，桐城市人民检察院与市交
通运输局联合开展农村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检
查，这是桐城市“路长+检察长”协作机制成立
以来开展的第四次专项检查。

此次专项检查以临水路段安防为督查重点，
对范岗、双港、新渡、金神、青草五个镇进行了检
查，实地查看了各镇当家塘、水库等临水路段安
防设施建设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防护栏未
安装到位、视距不良路段未设置警示标志以及
路肩路沟不完善等问题，提出了整改意见，同时
要求各镇提高道路安全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
施，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通讯员 王佩）

桐城检察院：“路长+检察长”
护航农村交通环境

盛夏时节，走进宿松县长铺社
区，一排排青瓦白墙的新民居格外
惹眼。民居中心，荷叶满塘，蝉鸣高
唱，四周建有居民之家、健身广场、
室内篮球馆、休闲农庄、体育公园
等。社区内还有集中分布的“工业
长廊”，散点分布的农业产业基地。
居民就业有平台、休闲有场所、健身
有场地，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长铺社区辖59个村民小组，
常住人口1.2万余人，是宿松县人
口规模最大的农村社区。十多年
前，这里没有产业，基础设施薄
弱，人口外流，“两委”常年租房办
公，是个一穷二白的落后村。自
2011年以来，该社区树立“争一流
工作，创一流社区”的目标，抢抓
政策机遇，发展成效显著，社区

“一年一个样，十年大变样”，环境
美、居民富、产业兴，成为远近闻
名的“幸福村”。

从传统乡村到新型农
村社区

“十年前，我们‘一穷二白’，租
民房办公，现在我们有3000万固
定资产，公共基础设施配套齐全。”
说起十年之变，长铺社区党总支书
记洪灿东颇为感慨。

2004年，长铺社区由长岭、林
畈、捉马三村合并而成。合并之
初，社区没有办公用房，租的是6
间铁皮屋办公；通组道路坑洼不
平，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
堪；社区内没有产业，人口外流，
发展受阻。2011年，在外闯荡了两
年的洪灿东回乡担任社区党总支
书记，立志一定要带领“两委”改
变社区现状。

解决办公场所是第一要务。
他积极向上级政府要项目，争取国
家政策扶持，在2012年建成功能
齐全的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为居民
提供“一站式服务”。“现在居民来
办事很方便，进门有人接待，一窗
就能办理，后台会做好协同。”洪
灿东说。

从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出门右
转，是一座可容纳2000人的休闲
广场及一栋写有“长铺居民之家”
的三层建筑，先后于2013年、2014
年建成。“居民之家”里建有科普
馆、图书室、残疾人康复中心、日
间照料中心、儿童之家、舞蹈室、
练歌房等14种不同功能的公共文
化娱乐服务场所，是居民娱乐休
闲的好去处。

休闲广场对面，是统一建设的
联排“小别墅”，白墙青瓦马头墙，
清新雅致。洪灿东介绍，这是社
区从2015年开始打造的和园新村
美丽乡村建设点，以前是一片荒
山坡，现在已完成三期建设，住有
100多户居民。

“配套齐全，有专人管理，住在
这里很舒适，跟城里生活一样。”今
年74岁的石全开是第一批搬进和
园新村的居民，他选了一套带门面
的房屋，在一楼开了间小百货店。
石全开以前住在黄泥组，以务农为
生，一家8口人挤在土坯房里。子

女长大外出工作后，家庭条件得到
改善，老两口便在和园新村买了新
居，还找到了新的营生。“家门口就
是休闲广场，每到晚上有近千人来
这锻炼，小店生意很好，除去日常
开销，还有盈余。”石全开说。

漫步村中，道路干净整洁，房
前绿植葱茏，荷塘花开正艳，家家
住在花园中，户户建在美景里。
绕村而流的小水沟，正在施工，即
将被打造成体育公园。

走出中心村庄，水泥路通组达
户，美丽乡村多点开花。“这些年，我
们将水泥路修到了村民家门口，每
个村庄已建成至少两条通组公路，
户户通覆盖社区70%以上的住户；
为改善人居环境，我们自筹资金，在
多个村民组实施美丽乡村建设，逐
步将‘土乡村’变成‘美田园’。”洪灿
东说，十年来，社区每年都有“新动
作”，社区面貌一年一个样。今年，
社区又在谋划增加室内健身馆、体
育馆、游泳馆、音乐厅、电影院等建
设，丰富群众休闲生活。

从“薄弱村”跨越到产
业强村

在和园新村，记者还看到了一
处室内篮球馆和生态农庄，洪灿东
介绍，这都是社区投资建设的项
目，每年可为集体增收十几万元。

农庄的原址是一口废弃的池
塘，2019年该社区利用县发展壮大
村集体经济资金及自有资金共计
360余万元，建成一座占地1500平
方米集餐饮、民宿、休闲、婚庆、会
务与一体的生态农庄。目前农庄
年收益达200多万元，可为村级集
体创收15万元以上。

十年前的长铺社区，没有产

业，集体没进项，村集体经济薄
弱。但完善基础设施、改善社区面
貌、优化人居环境等，都需要用钱，
发展集体经济迫在眉睫。

长铺社区有山场7000亩，耕
地6500亩，水面1700亩。2011年，
洪灿东首先将目光瞄向了散落在各
组各户的那些大大小小、高低不平
的田块。因耕种条件欠佳，许多农
户都将田地撂荒，选择外出务工。
他想盘活这些闲置的土地资源。

“我们首先将土地平整，把小田
并大田，随后号召农户将田地集中
流转，发展现代农业，目前已打造
2000亩优质水稻示范基地。”洪灿
东说，社区通过盘活农业资源和资
金，先后建成果园基地、苗圃基地、
油茶基地、稻虾养殖基地等十大产
业项目，全部由集体经济投资，村集
体经济自2019年以来连年递增，今
年可达75万元，预计明年可翻一番。

今年，该社区又瞄准了辖区内
闲置的水域——和鸣湖，拟将其打
造成集射击、赛马场、儿童乐园、水
上乐园、民宿、垂钓等于一体的农文
旅产业示范区。目前村集体已自主
投资80万元，新建100亩果园、30亩
金丝皇菊基地及配套设施。

此外，通过全心全意为企业提
供优质服务，打造良好营商环
境，近些年相继有15家较大型企
业落户长铺社区，逐步形成了工
业集中区。

一二三产相互融合，工业制
造、农业种植、旅游文化相得益
彰。如今，社区外出务工的越来越
少，家门口就业的越来越多。在长
铺社区，一幅村美、民富、产业兴的
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
员 胡水宏 刘修远

从“一穷二白”到“村强民富”

一年一个样 十年大变样

长铺社区中心村庄新貌。 （长铺社区提供）

本报讯 8月7日，岳西河图镇河图村110
亩的瓜蒌基地里，藤蔓挂满了一个个圆圆滚
滚、肥硕的瓜蒌，一派丰收景象。

“瓜蒌的全身都是宝，它的籽可以做休闲
食品，皮和根可以入药，是我们村今年新发展
的产业。”河图村总支书记张勇说，该项目采用

“支部+公司+农户”模式运营，村采购种苗，县
土友好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和果实回收。

3月中旬栽苗，6月份已结出第一批瓜蒌，
预计到10月初，可以采摘第一批瓜篓。张书记估
算了一笔帐：“今年每亩瓜蒌产值6000元至6500
元，110亩就是60多万元，第一年投入成本大，就
能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第二年投入比第一年
少，而收入可翻倍；基地还能带动村民组40多个
农民进基地务工，每个务工村民每年也可增加
3000元至8000元收入。” （通讯员 余蕊）

河图村：念好瓜蒌产业经
走稳乡村振兴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