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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片荷叶高低错落、如伞盖遮
天，荷叶间，朵朵荷花亭亭玉立，竞
相绽放，婀娜多姿。8 月 12 日下午，
记者来到迎江区长风乡将军村，62岁
的李家亮站在荷塘边，正忙着给塘里
的中华鳖喂食。

“这是我们村的‘藕鳖混养’基
地，有 100 余亩，现在正是莲蓬上市
的时节，我们一边卖莲蓬，一边卖
鳖 。” 李 家 亮 曾 是 将 军 村 的 文 书 ，
2020年退休后，又被村里聘到村集体
的产业基地从事管理工作，每月能挣
2500元。谈起乡村十年来的变迁，他
感触颇深。

“你看我们这田地里，这片是大棚
蔬菜，那片是花生，前边还有大棚蓝
莓……”顺着李家亮指的方向，记者看
到了大片的蔬菜基地、花生基地、蓝莓
基地、藕虾共养基地等，“10年前，这
些田地都是村民自己耕种，旱地种棉
花，水田种水稻，赶上好年景才勉强够
自家吃。”

将军村东临长江，西与破罡湖接
壤，易遭水患。以前每遇强降雨，破罡
湖易出现漫堤险情，村内的庄稼常常绝

收。10年来，破罡湖闸站经过除险加
固、新建破罡湖东站，防洪标准由20
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村内产业发
展有了保障。

“2012年起，村内土地开始集中流
转，引进大户、企业统一种植，土地

‘活’起来，村民也跟着富了起来。”土
地流转是提高农业经营效益、促进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途径。在李家亮看
来，将军村的变化是从土地流转开始
的，“土地流转后我家的收入多多了，
每年除了近3000元的土地承包费，妻
子在各产业基地务工，每月还能挣
2000元工资。”土地流转不仅使农村一
大批劳动力从粗放型农业生产中解放了
出来，还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实现了
土地由分散独立经营向规模经营转变。
将军村也开始涌现出特色产业，陆续有
了 100 亩蔬菜基地、60 亩菊花基地、
200亩稻虾共养基地、360亩蓝莓基地
及140亩花卉苗木基地等。

村内产业兴旺，人居环境也在逐渐
变好。“以前是泥巴路，雨天出门得穿
雨靴，现在水泥路通到家门口，雨天
可以穿皮鞋出门；以前家里用的水来自

乡里的自来水厂，水质一般，现在城乡
供水一体化，用的是城里接来的自来
水，干净、卫生、方便；还有厕所，以
前是旱厕，一到夏天就很臭，现在全
免费改成了水冲式厕所，干净又卫生
……”李家亮细数着十年来生活的变
化，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还有，
得益于村集体发展的特色产业，让我退
休后的生活充实而美好。”

“以前，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靠水
面租金，现在我们有 100 亩‘藕鳖混
养’基地、10 亩大棚草莓、50 亩紫
薇、20亩花生及一家农家乐，去年村
集体经济收入达72万元。”将军村党支
部书记王向阳介绍，2020年，将军村
利用本村资源优势，结合省委组织部实
施的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资金，投
资100万元对村内102亩低洼地进行改
造，发展藕鳖混养项目，当年6月正式
投入运营，年底就实现经营性收入30
余万元，带动 10余名村民就业。2021
年，该村又利用30万元项目资金，将
该基地打造成集特色养殖、垂钓、采摘
为一体的休闲观光区，积极融入到迎江
区打造的“一线一片一块一体多园”的

产业布局中去。同时，将军村还利用近
郊优势，投资20万元，新建钢化大棚
发展10亩草莓种植，全年为村集体创
收10多万元。

随着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来村里采
摘、垂钓、休闲度假人员逐渐增多，
2021年将军村通过盘活将军小学闲置资
产，投资 34 万元，将其改建成农家
乐，当年10月正式营业，目前已接待
2000多人次，实现经营性收入20余万
元。此外，村“两委”还看准周边劳务
市场，成立劳务公司，并将村内剩余劳
动力登记造册，方便用工时联系。目前
已带动100余名村民就业，并为村集体
创收10余万元。

“今年，特色产业齐头并进，截至
5 月份，村集体经济收入已达 82 万
元。”王向阳说，村集体经济收入逐年
增加，村内的基础设施也在逐步完善。
如今的将军村，进村主干道是4米宽的
沥青路，在中心村庄，休闲广场、文化
大舞台、标准化的卫生室、老年人活动
中心等一应俱全，该村还获得了“全国
文明村”称号。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罗海霞

一位老村干眼里的乡村十年之变

土地活起来 乡村富起来

本报讯 连日来，在宿松县城玉
龙新村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工人
们正在安装雨污分流波纹管、检查
井、雨水井、室外排水沟……近年
来，宿松县把老旧小区改造作为践行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具体举
措，以老旧小区改造为抓手，完善基
础设施、优化空间布局，全面改善广
大群众的居住环境。

今年，宿松县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涉
及3个小区，玉龙新村已于7月13日开
工，工期120天。“我们首先对玉龙新
村小区道路排水改造，改造内容有雨污
分流、供水管供电线路、路面改造等工
程，现已完成总工程量的30%。”项目
负责人张佳佳说，连日来，施工人员正

在紧张有序进行地下管网改造等施工，
预计11月中旬竣工。

对于生活在老旧小区的居民来
说，设施老化、地下排水等问题，
曾经是每天必须面对的“烦心事”。
自从老旧小区改造施工队进场以后，
眼看改造工程一天天的进展，大家都
对老旧小区改造充满了期待。在玉龙
新村小区居住了近 20 年的居民张晓
东一直关注着小区改造工程。“小区
改造后，路好走了、供水供电正常
了、住着更舒心了，大家都特别支
持这项民生工程，小区一天一个变
化，我们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张晓
东高兴地说。

“老旧小区改造是看得见、摸得

着、实打实的民生项目。改造老旧小区
不仅要改外露的面子，更要做好惠民的
里子。居民区的道路、埋在地下的供
水、排水等工程更是直接与改造后老百
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衡量老旧小区
改造成功的标准不仅是工程验收的文
件，更是居民发自内心竖起的大拇指。
老旧小区到底怎么改？小区的居民最有
发言权。我们作为业主单位，在大力推
进老旧小区综合改造进度的同时，充分
征集民声民意，各方配合参与，确保老
旧小区改造得民心、合民意，做到精细
管理和服务，让小区的‘里子’和‘面
子’都靓起来。”宿松县房产局局长杨
松生说道。

杨松生介绍，此次对玉龙新村小区

全面实施改造，总面积达 2.08 万平方
米，涉及改造供排水、供电弱电线路、
楼道的修缮、道路黑化等，还将临时雨
棚进行了拆除。

自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以
来，宿松县全力推进城区老旧小区改造
工作，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城区累
计完成3个老旧小区改造，有效改善了
城区居民的生活居住环境，助力城市更
新和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从明年开始，我们将计划每年改
造 10 个小区，同时谋划两个片区改
造，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幸福感、安全
感、获得感。”杨松生说。

（全媒体记者 付玉 通讯员 司
舜 徐向荣）

老旧小区改造“改”出百姓新生活

本报讯 时下，走进宿松县
九姑乡的稻田里，遍野金黄，沉
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秆，阵阵微
风卷起金色波浪，到处呈现出一
派丰收景象。

“再过一周左右的时间，就
可以开镰收割了。”从 8 月 7 日
起，九姑乡新安村水稻种植大户
宋腊梅每天都要组织工人在稻
田劳作，为机械收割水稻提前做
好各项准备工作。

宋腊梅是九姑乡的水稻种
植大户之一。近年来，宋腊梅在
九姑乡党委政府的大力扶持下，
利用流转的耕田，积极发展水稻
种植业。经过七年的艰苦创业，
水稻种植面积已达到1069亩，其
中再生稻680亩。

“再生稻‘种一次收两季’，头

季在八月底收割后，再生季不需
再重新播种、育秧和插秧，也不需
耕犁耙田和打农药，只要利用稻
茬上存活的休眠芽，通过适量施
肥，使之萌发为再生蘖，进而抽
穗、开花、结实。再生稻两季产量
加在一起能达到1400斤以上，远
远超过单季稻产量。我们的稻田
由于田间管理到位，加之播种量
充足、植株密度高，雨水少、阳光
充足，2022年头季再生稻亩产量
预计达到1300斤，比2021年多出
200斤。”宋腊梅开心地说道。

截至8月上旬，九姑乡100亩以
上再生稻种植大户已发展到29户，
种植总面积达到5500亩，预计今
年可出产优质再生稻820余万斤。

（通讯员 孙春旺 夏英
全媒体记者 付玉）

宿松：
稻穗金黄 丰收在望

本报讯 8月 13日，怀宁县
凉亭乡大沙河圩堤内，一台大功
率水泵正在抽水。“我们从昨晚
开始，调来水泵从大沙河日夜抽
水补充芝麻湖饮用水水源，确保
全乡群众饮用水安全。”凉亭乡
水利站站长郑明说。

近期的持续高温天气，怀宁
县多地出现干旱、农田灌溉和群
众饮用水受影响的情况，特别是
凉亭乡饮用水源地芝麻湖接近
干枯。旱情就是命令，当务之急
就是解决群众生活用水，凉亭乡
把群众利益放在首要位置，想群
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有力
有序有效开展抗旱工作，确保群
众饮水不愁、用水无忧。

该乡按照“先生活、后生
产，先节水、后调水，先地
表、后地下”的原则，正确处

理工业、农业和生产用水关系，
做到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根据
当前旱情，调动全乡力量，投入
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统筹安排
部署抗旱救灾工作，采取有效措
施抗击旱灾，全力保障群众生活
生产用水。

与此同时，凉亭乡牢固树立
“防大旱、抗长旱”思想，多措并
举开辟抗旱水源，突出抓好居民
生活用水供给，加强抗旱水源统
一调度配置，确保群众饮水安
全。“我们优先保障群众生活用
水，并多方位开辟水源，及时修
复受损灌溉设施，切实抓好农业
生产，积极组织群众因地制宜，
集中力量抗旱保生产，引导农民
合理利用水源，确保有效缓解旱
情。”凉亭乡乡长张凌霞说。
（通讯员 檀志扬 何宏峰）

怀宁：
力保群众生活用水无忧

本报讯 今年以来，望江县
杨湾镇以“书记项目”为载体，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助推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效果进一步提升。

聚焦问题短板，精准选题立
项。申报前，各村党组织聚焦乡
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内容，通过开
展专题调研、征求基层党组织意
见、召开支委会专题研究等方式，
广泛征求党员群众意见建议，做
到精准选题。丰大村、曾墩村和
余埠村均选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作为“切入点”并进行项目申报，
经镇党委会议审定后确认立项。

聚焦网格管理，强化责任落
实。杨湾镇建立健全“蹲村点长

—村书记—两委成员—网格员”
的四级网格管理机制，形成上下
联动、分片管理、责任到人、齐抓
共管的网格化管理模式，高质量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聚焦示范引领，形成工作合
力。杨湾镇积极引导镇村干部、
党员、五老乡贤等以身作则，示
范带动，引导广大村民积极参与
人居环境整治，自发维护好房前
屋后环境卫生，落实门前三包责
任制，共同营造干净、舒适、优
美、宜居的生活环境。

截至目前，杨湾镇已基本完
成2个人居环境类“书记项目”，7
个人居环境类“书记领办事项”。

（通讯员 张悦）

望江：
“书记项目”促人居环境大提升

本报讯 近年来，桐城市大
关镇不断夯实镇、村两级河长工
作职责，切实做到守河有责、守
河有方、守河有效，努力实现“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

大关镇镇始终坚持制度先
行，镇村实行两级包保网格化管
理，对境内所有河流、水库、塘塥堰
坝、河湖实现监管全覆盖。将“河
长制”“湖长制”写入村规民约，积
蓄基层群众力量，确保每处水体和
水工建筑物得到有效管护。

五岭水库是大关镇的“大水
缸”，镇安监办、执法大队、环保
工作站、水利站等部门联合行
动，成立水源保护专班，划定水

源保护区范围，及时发现并整改
乱占、乱堆、乱倒等问题。同时，
在水源保护区域内安装禁止钓
鱼、禁止游泳、交通安全等标识
牌26个，并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宣
传，营造保护水源、爱护环境、节
约用水的良好氛围。

该镇推进清淤疏浚、修复护
岸、清理河道，从而美化村庄环
境，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近年
来，全镇累计创建安庆市级幸福
河湖15处，镇村二级河湖长累计
巡河（湖）2800次，排查整治“四
乱”突出问题6处，清运垃圾300
余吨，切实保护了本地良好的河
湖生态环境。（通讯员 夏良根）

桐城：
守护河湖美好生态

8月15日，大观区海口镇镇江村路政
工人正顶着烈日规划停车位和亭廊。

连日来，作为全国文明村镇的大观
区海口镇镇江村，在村庄文明创建中多
方筹措资金投入村容村貌基础设施再提
升，规划停车位、安装路灯、主干道黑
化、绿化美化等工程建设目前已经全部
完成，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项顺平 摄

建设美丽乡村

8月 13日，在怀宁县公岭镇三铺村
金达生态农业科技园，无花果采摘基地
里迎来了一派硕果累累的景象，大批的
无花果进入了采收期。

走进无花果基地，一股扑鼻的香气
迎面而来，放眼望去，一个个鸡蛋大小
的无花果挂满枝头，不少游客正在采摘
游玩，他们小心翼翼地摘下已经成熟的
果实，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笑
容。“听说无花果熟了，马上带着家人
一起就来了，果子确实挺好，挺大挺
甜。”来自合肥的游客陈东来高兴地带
上孩子来体验。

在无花果基地深处，程起华正在

忙着采摘，满满的几大筐，看上去非
常喜人。“我在这里做工6年了，每个
月有 3000 多元的工资。”程起华高兴
地说，像他一样常年在农业科技园做
工的当地农户还有很多，除了采摘季
节，他们就锄草、修枝等，每个季节
都有不同的活要做。

“我们从2008年引进浙江老板章来
金流转山场创办金达生态农业科技园到
现在，已有10家企业在村里落户或承包
经营，其中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
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家，市县
级2家。”三铺村党支部书记查显林说。

三铺村对98%的水田、85%以上的

山场进行了有序流转，走集体化、规模化
发展道路，改变单一传统的种植结构，提
高土地利用率，让农民从有限的土地里
获取更大的收益，先后发展蓝莓、无花
果、树莓、杨梅、柑橘等绿色生态经果林
产业，不仅带动了农民增收，也为发展壮
大村级特色产业打下坚实基础，去年村
级集体经济年收入达55万元。

去年，以三铺村为中心成立了公岭
镇岭兴联合党委，紧密结合区域位置和
产业特色，对产业规模较大、发展潜力较
大的蓝莓、紫薯等产业进行重点挖掘，建
设百亩蓝莓基地，规划建设百亩紫薯基
地，同时依托蓝莓产业协会平台，为公岭

镇蓝莓产业提供技术指导、加工销售和
用工服务。

“发展绿色生态富民产业有2000多
亩，每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50多万元。”
查显林话虽不多，但谈吐间底气十足。

“绿色生态是我们公岭镇高质量发
展落实赶超的优势所在、后劲所在，我
们围绕‘田园变果园，果园变公园’的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思路，全域打造‘采
农家园、摘农家果、吃农家饭、观农家
景’为内容的农家生活体验旅游区，真
正实现村美民富产业兴。”公岭镇党委
书记郑小林说。

通讯员 檀志扬 汪邦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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