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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新闻

本报讯 桐城市青草镇大力推
进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
台的建设，将权力晒在阳光下，打
造干部清政、村务清爽、民风清朗
的村居环境。

青草镇通过“线上+线下”双向
发力，利用QQ群、微信群、大喇叭
等平台，持续推送、宣传“监督一
点通”使用指南和投诉流程。结合
镇村干部走访慰问，入组入户发放
宣传材料、介绍平台功能、指导平
台使用，面对面、手把手教学，使
群众知晓率和参与率持续提升。截
至8月底，该镇印制小微权力“监督
一点通”平台海报50余张，发放宣
传折页6600余份，累计平台访问量
21.46 万余次，注册用户 1.47 万人，
占户籍人口比例达21.89%。

自“监督一点通平台”上线运
行，青草镇紧盯平台信息录入工
作，推动平台信息不断完善。镇纪
委先后对各村操作员开展3次业务培
训，实地到辖区内22个村居开展信

息录入业务指导，要求各村对照权
力清单事项规定的频次及时录入党
务村务工作、财政拨付资金等相关
内容，方便群众更好地监督。截至8
月底，全镇共录入党务村务公开信
息 229 条、集体三资公开信息 353
条、工程建设项目信息114条、财政
拨付公开信息1520条、村级集体经
济组织运营公开信息115条、其他重
要工作信息 175 条，合计 2506 条。
共接入省财政资金信息11870条。

青草镇制定群众投诉、事项办
理、跟踪问效等相关制度，严格办
结时限和标准，不定期对各村落实

“监督一点通”查办结果进行监督检
查，并将落实情况纳入村级当季党
风廉政考核，实现诉求一键反馈，
办理处置全程闭环。截至 8 月底，
群众通过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
服务平台反映问题 60 件，办结 60
件，办结率100%，群众反馈意见评
价满意度达93%。

（通讯员 胡泽安）

“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本报讯 近日，宿松县复兴镇
标准化老年食堂正式开张，食堂墙
上的价目表上，荤菜、素菜价格明
晰，每餐三菜一汤，有荤有素，人
均自费仅3元。老人们可以在食堂内
自主点餐，由志愿者帮助他们取
餐、送餐。

复兴镇结合实际，按公益性定
位、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
的模式，依托养老服务机构和镇村
养老服务中心 （站），建设老年食
堂，解决老年人吃饭不方便问题。
并计划到 2025 年底，全面建成覆
盖各村 （社区）、布局均衡、方便
可及、多元主体参与的老年助餐服

务网络，有效满足老年人助餐服务
需求。

“从家走过来只要十几分钟，特
别方便。食堂环境很好，菜非常新
鲜，价格实惠，味道也很不错。”75
岁的复兴社区居民石毛瑜子女都在
外地，一人独居，由于年龄大了，
烧饭、吃饭成了难事。

“社区登记在册的老人有 109
名，不少老人子女不在身边，吃饭
不及时、不营养。老年食堂开放
后，可解决社区空巢老人、高龄老
年人的饮食安全问题。”复兴社区负
责人介绍道。

（通讯员 徐宿海）

老人食无忧吃出“幸福味道”

本报讯 8月29日上午，在望江县
杨湾镇余埠村刘银华的西瓜种植基地
里，刘银华和几名务工村民正在大棚内
采收西瓜，他们将一个个西瓜搬运到大
棚外的三轮车上，装满后运到刘银华的
家门口，再由专门货车送到市场。

“天还是比较热，头批西瓜又大又
好，这是今年产的第三批西瓜，因为土
壤含水量大，西瓜的品质好，皮薄、肉
厚、籽少，销量非常好。”刘银华说。

2016年，刘银华在西瓜种植土专
家的帮助下，在杨湾镇余埠村通过土
地流转承包了30亩土地种植西瓜和蔬
菜。经过多年探索，刘银华种植的西
瓜品质和产量连年提升，市场销路也
越来越广。

“每年西瓜的采收期从5月持续到
11月，一共能产五批。今年由于温度
较高，西瓜成熟比往年稍微早些，目
前每天大概能采3000斤左右，主要销

往望江雷池市场、安庆、九江等地，
供不应求。”刘银华算了一笔账，种一
亩地的西瓜，投入成本每亩要 6000
元，西瓜亩产收益1万元左右，减去
土地租金等成本，30亩西瓜每年收入
大概8到10万元，很稳定。

杨湾镇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
依托农业资源，着力发展特色生态农
业，铺就绿色发展致富路。

眼下，杨湾镇曾墩村的葡萄也陆
续进入成熟期。走进曾墩村一个葡萄
园，一股水果清香扑面而来，沁人心
脾，玛瑙般的葡萄掩映在繁密的绿叶
与藤蔓之间，晶莹剔透。

葡萄园负责人陈斌告诉记者，他的
整个葡萄园面积有60亩，目前正是葡
萄上市季节，每斤价格在6至7元钱，初
步估计今年亩产量 1500公斤左右，葡
萄收入100万元左右。

在杨湾镇丰乐村一个蔬菜基地，

基地管理人员邓桂才正带领着菜农们
清理干枯农作物，准备种上秋后新的
一批蔬菜。

“现在我们正组织人员把辣椒禾清
理掉，下一批辣椒苗正在培育，把这
个清掉，马上就栽下一季辣椒。”邓桂
才说，丰乐村建立了“企业+集体+股
民”的“三合一”蔬菜产业发展运行
模式，村民土地入股进行收益分红。
通过土地流转，土地集中、聚方成
片，适合大规模种植大棚蔬菜，并改
变以往传统的种植模式，种植的蔬菜
时间短、上市快、效益高，同时还解
决了一部分劳动力就业问题。

几年来，杨湾镇以“菜篮子”工
程为抓手，推动蔬菜种植面积不断扩
大，产量产值不断提高，品种品质不
断更新，生产模式不断优化，对全面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动农村经
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起到了重要作用。

杨湾镇累计投入相关项目资金235万
元，新建大棚110余座，出租给经营主
体、能人大户等，减轻了经营者的生
产成本，增加了村集体收入。同时，
利用良好的交通区位、水利设施健
全、土壤肥沃等优势积极对外招商，
进一步带动当地群众致富。

像余埠村、曾墩村、丰乐村一
样，如今的杨湾镇，村村都有特色生
态产业。该镇聚焦乡村振兴，立足资
源禀赋，以农业特色小镇建设为抓
手，努力搭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平
台，着力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加
快土地流转，提升规模经营。全镇已
有合作社、家庭农场 122家，其中培
育省级合作社2家，市级合作社、家
庭农场7家，县级合作社、家庭农场
21家，全镇土地流转率达到79.4%。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李曙斌 田荣）

加快土地流转 发展生态农业

绿色农业铺就富民强村路

本报讯 桐城市文昌街道科学谋
划，找准定位，创新治理，把基层经
验充分吸收到社会治理中来，不断提
升治理效能。

文昌街道以党建先行把方向，构
建“党建+”新体系。全面实行网格化
管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加快
发展社会组织、志愿者进入网格服
务。通过“小网格，大民生”服务，
实现村居网格管理能力提升。按照

“网格入户，问计于民”思路，实行民
主议事监督。党政干部带头下沉基

层，结合实际，逐步形成“小网格务
事，大党建务实”的良好氛围，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该街道实施“抓大、壮小、扶微”工
程，推进“产业+”新发展。加快推进老
旧小区改造，文津路延伸、西南棚户区
改造工程建设，着力发展特色产业，形
成规模品牌。鼓励和引导新型产业扩
大规模，给予政策化倾向，迎合市场化
需求，实现供给侧改革。加大村居环境
整治，巩固国家级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营造和谐优美的村居环境、欣欣向荣的

招商环境、生态宜居的自然环境。
结合区域实际和产业特点，打造

“旅游+”新时代。大力推进文学小镇项
目建设，打造历史人文文化街区。依托
文庙、六尺巷、披雪瀑等旅游景区，结合
村居生态采摘园、农家乐、休闲娱乐山
庄等，努力提升旅游新亮点。重点打造
旅游景区衍生文创商品，迎合大众所
需，将旅游文化与日常生活用品紧密联
系，在创新中求发展，在发展中谋创新。

整合资源，联防联动，搭建“平
台+”新格局。建立党建办、综治办、

扶贫办、社会事务中心、司法所、派
出所等多部门联通协作机制，通过多
渠道获取信息，多角度研究信息，多
层面把握信息。形成渠道畅通、快速
便捷、资源共享的“大信息”平台，
通过权力下放具体经办领导，形成以
上率下、高位推动的工作机制，从而
联动聚力街道新发展格局，开创新型
基层建设新脉络。不断加强和改进基
层治理方法，有效提升治理能力和智
慧化水平，全力绣出一幅幅基层治理
的“锦绣图”。 （通讯员 李芳）

科学定位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眼下正是高粱成熟季节，9月初的
皖河农场，千亩高粱红遍田间地头，
迎来沉甸甸的收获。

今年，皖河农场依托良好地理环
境和气候优势，积极调整优化农业产
业结构，按照“生态优先、市场导
向、链条延伸”的思路，种植千亩高
粱，实现职工增收农场增效。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徐丽燕 摄

千亩高粱

喜获丰收

8月30日，怀宁县洪铺镇滨河联合党委大米加工厂在加工生产大米。滨
河联合党委在石库村粮食烘干厂的基础上，投资建设大米加工厂，形成从粮
食生产、仓储、烘干、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今年滨河联合党委4个
村预计集体经营性纯收入可达200万元。 通讯员 檀志扬 赵林玉 摄

粮食产业促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