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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新闻

本报讯 “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
治，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战。”党的二十大这一战略部署和行
动指南，让桐城市建设“生态美市”的
决心更加坚定，在治理污染源、共抓大
保护、整治促宜居上持续用力，共建共
享幸福宜居之城。

近年来，桐城市坚持“生态美市”
不动摇，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生
态保护、人居环境提升攻坚战，努力
让桐城天更蓝、水更清、地更净、人居
环境更宜人，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

统筹推进大气、水、土壤污染防
治，环境质量不断改善。桐城全面落
实“五控”要求，实施大气污染防治10
条强化措施，今年1至9月，全市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5微克，空气优

良天数比例达94.1%，未出现重污染天
气，连续6个月空气质量排名位居安庆
市第一。推深做实河（湖）长制，加强
饮用水源地保护，县城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水质稳定达到Ⅲ类水标准，达标
率保持100%；菜子湖国控断面水质达
到Ⅲ类水标准。持续开展耕地周边涉
镉等重金属行业企业排查整治，加强
污染地块名录管理，推进10个工业污
染地块详查、风险评估和治理修复；依
托安徽省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实
现了危险废物处置全过程监管。

持续加强生态保护，生态容量不
断增加。桐城实施嬉子湖湿地公园封
滩育草2处共20公顷，完成嬉子湖国
家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勘界立标，争
取引江济淮生态补偿资金1090万元，
用于后期种质资源保护区生态修复。

开展联合执法，依法查处非法采砂案7
起。创建“幸福河湖”走向深入，牯牛
背水库通过省级验收，16条（个）市级
河（湖）通过健康评价。常态推进长江
流域“十年禁渔”，建立重点水域网格
化管理队伍，建成桐城市渔政信息化
中心，实现24小时全方位监控和常态
化巡湖，已查办涉渔案件223件。推进
绿色矿山建设，投入1368万元对3个
非煤矿山开展扬尘及矿区环境综合整
治，争取省市财政资金450余万元对13
个废弃露天矿山进行治理，修复面积
达29.7公顷。

大力整治城乡人居环境，提升幸
福宜居指数。桐城在推进城区背街小
巷、棚户区改造的基础上，同步提升农
村人居环境。统筹乡村振兴资金3577
万元，支持18个美丽乡村中心村建设、

1000户农户改厕和人居环境整治、村镇
污水治理等项目，已完成13个建制村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项目、3个镇政府
驻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提质增效、
2处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实施化肥农药
减量增效行动，测土配方施肥122万亩
次，覆盖率达 90%、化肥利用率达
41.5%；建成9个全程绿色防控示范区，
绿色防控面积超25万亩，农药使用量
减少24.7吨。推进农膜回收使用，农膜
回收率达80.9%。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整县推进项目，推进年处理2万吨
畜禽粪污及农作物秸秆资源综合利用
重点项目建设，全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处
理设施配套率达100%，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率达96.5%；新建3个秸秆收储
中心项目，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已达
95%。 （通讯员 杨贤俊）

天更蓝 水更清 土更净

共建绿色家园 打造“生态美市”

本报讯 11 月 10日，在桐城市青
草镇沙铺村江塅村民组的当家塘兴修
现场，两台挖掘机在水塘里同时作业，
江塅村民组组长、种植大户华林飞在
现场指挥。他说：“今年夏秋连旱，这
两个山塘早就干枯了。这次兴修，根
据村民意见和专家论证，我们把两个
小山塘连成一个小型水库，明年下游
700亩水田就能旱涝保收了。”

今年七月至今连续干旱少雨，桐
城市青草镇山区、丘陵地带的塘口相
继干枯。青草镇党委政府审时度势，
动员各村在抗旱保苗的同时，化危为
机，多方联动，多点发力，掀起兴修当
家塘的新高潮，让当家塘真能“当家”，
为来年粮食丰收奠定水利基础。

“三个一点”筹资金。水利兴修，
资金先行。沙铺村村域广、塘口众多，
村两委利用党建网络，征集村民和种
植大户的意见，再提交村民代表大会
讨论，最终决定采用“三个一点”的办
法筹集兴修资金：村民集资一点，种植
大户出一点，村里奖补一点。该村村
民和种植大户都踊跃捐款，筹足兴修
资金。当家塘兴修工程结束后，村委
会现场验看工程质量，按照塘口面积
大小兑现奖补资金，最高奖补5000元，
最低奖补2000元，目前该村已有7个
村民组享受了奖补资金。

结合项目“兴塘口”。在高山村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村党总
支书记开俊高兴地告诉笔者：“今年高

山村将平整土地1200亩，兴修当家塘
14 口，还要拓宽机耕路、疏浚灌溉水
渠。工程完成后，3000亩水田可望全
部实现机械化耕作、旱可灌、涝能排，
让庄稼稳产高产，增加农民收入。”今
年，青草镇以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
为重点，快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按
照项目建设规划，项目区将兴修当家
塘39口，改造混凝土水渠7000米、疏
浚沟渠10000米。目前，高标准农田建
设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景观塘”兼做“当家塘”。今年，
青草镇22个村均选择一个村民组作为
试点，整组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结合黑臭水体整治和污水处理，每个
试点村民组都对当家塘进行清淤、扩

挖、美化、绿化、亮化，建设“景观塘”，
将其兼做“当家塘”“致富塘”。目前，
各村“景观塘”兴修已完工31口。

资源流通“塘养塘”。当家塘兴修
并非一劳永逸。为解决当家塘后续管
护兴修资金，青草镇各村搞活资源流
通，探索水利兴修资金投入新机制：在
村民同意的基础上，通过市场化运作，
对当家塘水面养殖、塘埂植树等整体
打包，招租承包，承包租金归村集体所
有、专用于当家塘兴修。兴修中的当
家塘，塘底土和砂石达到砂土资源销
售标准的，取得村民同意和砂石资源
管理部门批准后，按规定流程销售，所
得款项也用于当家塘兴修。

（通讯员 黄健生）

青草镇：

修建当家塘留住丰收水

本报讯 为推进桐城经开区整体
工业化进程、保障“大好”项目落地，龙
腾街道今年开启新一期征迁工程。自
2022年 2月至今，龙腾街道强化党建
引领，党员干部持续发扬为民、实干好
作风，保障“征”出高效率、“迁”出满意
度。目前，此项征迁工程已完成97%
的工作任务。

此项征迁工程位于桐城市龙腾街
道东郊村，目标是对长冲、大塥、钱屋、
陈庄等4个村民组共72户325人完成
征迁。为保证征迁工作高效完成，龙
腾街道成立东郊村征迁一线临时党支
部，发动党员干部俯下身子听民意、上
门入户察民情，用真情赢得被征迁群
众的支持。

由于征迁区域年轻劳动力外出务
工，村里多户村民因各种原因无法返
乡配合征迁工作，临时党支部经商讨
后决定：组织党员干部前往外地宣传

征迁政策并“面对面”详谈。为做好陈
庄村民组遗留户叶东红的工作，今年9
月，杨瓦组老党员杨典府前往上海，与
叶东红见面详谈，叶东红被街道、村干
部的诚意所打动，积极配合征迁工作，
并在房屋征迁合同上签名。9月中旬，
叶东红户房屋完成拆迁。通过街道、
村党员干部努力，像叶东红一样的15
户在外居民现已完成征迁工作。为切
实解决老弱群体过渡安置住房难题，
东郊村摸排清点东郊小区未安置房
源，对老弱群体实行提前安置，帮助他
们搬家。截至目前，东郊村提前安置
12户，安置户均表示十分满意。

征迁工作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业
务性强，群众关注度高，龙腾街道坚持

“一把尺子”量到底。
在征迁工作中，街道、村党员干部

带好头，提前学好政策、宣传好政策、
解读好政策，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有

关政策推进征迁工作，确保公平公正
公开。面对少数不配合的被征迁户，
征迁工作小组秉持劝导为主、合理协
商的原则，充分保护被征迁户的合法
权益，但对于群众提出的不合理要求，
征迁工作小组坚持秉公办事，坚决杜
绝被征迁户坐地起价。由于事前准备
充分、政策执行不偏不倚，征迁工作得
到了征迁群众的大力支持，仅1个月就
完成了3个村民组、58户的房屋丈量
评估和签约工作。

群众工作的高质量就是征迁的高
速度。龙腾街道党政主要领导坚持一
线督导、全程参与；征迁一线临时党支
部的党员干部冲在一线、服务一线，

“一对一”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面对被征迁群众提出的难题，龙

腾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迎难而上，主动
对接，组织党员干部现场走访、现场会
商，包保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陈

庄村民组村民戴先超身患重症，急需
钱款治病，征迁工作小组在对其完成
房屋评估、答疑工作后，针对他的特殊
情况，寻求第三方援助，免费提供闲置
区域，供他养殖家中的畜禽，以缓解该
户的经济压力，同时将他作为特殊群
体，提前予以安置，保障他安心疗养。
今年 10 月，戴先超已顺利入住安置
房。通过统一指挥、重点指导、分片包
干、责任到人，此次征迁工程推进迅
速，截至目前，征迁区域的4个村民组
70户已完成征迁搬家，征迁完成率达
97％。

龙腾街道有关负责人表示，作为
桐城经开区南扩北拓的“主战场”，龙
腾街道将继续实干担当，以民为本，以
发展为先，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做好征
迁工作，服务桐城经开区高质量发展，
确保被征迁群众“当前生活不下降，长
远发展有保障”。（通讯员 包先茂）

龙腾街道：

“征”出高效率 “迁”出满意度

本报讯 深秋时节，桐城市金神
镇联圩村农田内机器轰鸣，工人们正
在做沟渠护砌及混凝土浇筑工作，到
处一片忙碌景象，一条条水泥沟在工
人师傅的努力下，在田野里延伸开来。

联圩村位于桐城市万亩圩之一的
包兴联圩，全村农田面积4400亩。今
年该村申报了抗旱综合工程和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两个项目近期同时抢
抓工期，力争尽快投入使用，确保粮食
稳产增收。该村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涉及35个村民组，总投资900
万元，建设高标准农田治理面积达
4200亩。工程建设内容包括清淤、衬
砌渠道、排水沟共12条长6.5公里，清
淤蓄水塘2口；修筑田间道路3条1.46
公里。联圩村党总支书记姚章杰说：

“工程完工以后，能方便群众的生产生

活，达到机耕化生产要求，实现田成
片、渠相连、路成网，真正为‘桐城小粮
仓’旱涝保收保驾护航。”

端稳端牢“中国饭碗”，必须把“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近
年来，作为农业大镇、鱼米之乡的金神
镇全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逐步改造
提升7.2万亩农田，努力将“粮田”变成

“良田”，保障丰产丰收。2021年，该镇
已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4.736万亩。今
年，该镇又投入资金1687.5万元，在许
咀村、联圩村建设高标准农田7500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实施，使
金神镇能进一步扛稳粮食安全的责
任，绘就“路相通、田成方、土壤肥、渠
成网、沟相连、旱能灌、涝能排、无污
染、产量高”粮食生产新画卷。

（通讯员 刘昀 方婷）

金神镇：

建高标准农田 筑“藏粮于地”之基

本报讯 近日，桐城市文昌街道碧
峰村境内毛河河堤上新添了6盏太阳
能路灯，一段250米河堤终结了“没有
路灯”的历史。这一变化既见证了碧峰
村干群团结奋斗、振兴乡村的干劲，也
彰显了碧峰人急公好义的大爱。

毛河河堤公路是碧峰村民出行的
主干道之一。去年9月，碧峰村石庄组
村民方康个人捐资2万余元，为该组村
庄前300米河堤公路架设了10盏太阳
能路灯，圆了群众期盼多年的“路灯
梦”。在方康的带动下，碧峰村文明乡

风蔚然而起。但毛河河堤还有250米
路段因没有住户而未安装路灯，成了
夜间出行群众的一个心病。

碧峰村干群纷纷自愿捐资，给毛
河河堤公路安装路灯。该村两委成员
吴成明、汪雅、方文成以及村民张景安、
丰政江、孙海波、徐成平、包艮果都加
入了捐建路灯的行列。短短数日，8人
共捐资1.3万元，于10月底新架设6盏太
阳能路灯。至此，毛河河堤公路全线都
装上了路灯，村民们再也不用担心摸黑
走夜路了。 （通讯员 方文成）

文昌街道：

干群联手点亮“爱心路灯”

本报讯 “修水泥路啦，真的修水
泥路啦！”“高瓦组的泥巴路要铺上水
泥了，高宗武捐资10万元修建！”10月
22日，桐城市吕亭镇横店村道路硬化
工程开工首日，当地群众奔走相告。

高宗武家住横店村高瓦组，16岁
时就外出务工，在外创业30年了。30
年来，他秉持吃苦耐劳的品格、敢闯敢
拼的毅力和精益求精的精神，逐步在
建筑工程领域站稳脚跟，2013年创立
了自己的公司，在承接地铁、公路下穿
工程领域创出了一片新天地。

今年中秋节回家时，高宗武得知高
瓦组村民出行的主要道路仍是沙土路，

遂萌生捐资修路的念头。他主动与横
店村委会对接，表达造福桑梓的意愿。

他说干就干，和村里两委干部一同
到现场，商议道路硬化和清障相关事
宜，带着施工专业技术人员查勘路基状
况、测算工程所需资金。修路资金在10
万元左右。

由于修路款快速到位，横店村这条
300米长、2.5米宽的道路硬化工程已于10
月22日开工，预计11月初竣工。道路硬
化后，沿路70户300多名村民将告别出
行“雨天一脚泥，晴天一身灰”的日子，走
上一条平坦整洁的康庄大道。

（通讯员 吴问江 郑鹏）

致富不忘家乡 捐资修路惠百姓

11月3日，桐城市范岗镇兴农油茶种
植专业合作社的油茶园里，村民们加紧采
摘、分装油茶果。2012年以来，桐城市持
续扶持油茶产业，动员林农、大户、企业开
发荒山荒坡，发展油茶种植和深加工业，让
其成为桐城的特色产业、生态产业、富民产
业。目前，桐城油茶种植面积超10万亩，
今年油茶籽产量可达2000吨，综合产值超
4000万元。通讯员 徐鑫鑫 汪立 摄

种下油茶树
荒山变“油田”

本报讯 近日，桐城市市域村庄
分类规划成果“出炉”，城镇开发边界
外的 164个行政村、5460个自然村庄
（居民点）已分类建库。该专项规划统
筹考虑土地利用、村庄建设、基础设
施、产业发展、生态环保、乡村旅游等
要素，进一步明确了村庄定位，优化了
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绘就了乡村
振兴“底图”。

村庄分类和布局规划是规划引领
乡村振兴的基础，是国土空间规划的
重要组成部分。该专项规划以全国第
三次土地调查（桐城市三调）数据为规
划分析基础，将“城镇开发边界、美丽

乡村、交通条件、生态红线、重要设施
廊道、地质灾害、永久基本农田、引江
济淮工程”等八大要素确定为规划分
析因子，将全市164个行政村分为四大
类，其中，特色保护类13个，城郊融合
类10个，集聚提升类72个，其他类69
个，无拆迁撤并类；全市城镇开发边界
外的5460个自然村庄也分为四大类，
其中，提升型1341个，稳定型2909个，
收缩型694个，撤并型516个。该专项
规划对村庄居民点进行了优化，减少
516个村庄居民点，推进了村庄集聚和
资源集约利用。

（通讯员 戴红霞 李宝金）

桐城：

村庄分类规划成果“出炉”

本报讯 近来，桐城市双港镇抓
住当前有利时机，筹措专项资金 243
万元，整治全长3.1 公里的骑马沟，保
证沿渠农田涝能排、旱能灌。目前，
该工程已完工。

骑马沟贯穿桐城市双港镇双铺
村、福桥村、长枫村、山明村，因沟渠淤
塞，雨季排水不畅造成周边农田内涝，
旱季蓄水量少弱化了灌溉功能，群众
对此反映强烈。双港镇党委政府因势
利导，组织镇水利、城建、公路、农业等
相关职能部门和沿渠四村的有关负责

人实地考察，充分吸取民意、集中民
智，制定详实的沟渠疏浚施工方案，将
整治任务明确到点、责任压实到人，确
保骑马沟整治工程质量管理无真空、
治理无死角。

今年夏秋连旱致使骑马沟提前进
入枯水期，双港镇抢抓这一有利时机，
提早实施整治工程，组织大型机械开
槽挖沟、清淤清障，修复破损水泥坝，
对沿渠的杂草、杂物、淤泥等进行了

“地毯式”清理，让骑马沟焕然一
新。 （通讯员 梁淑）

双港镇：

两百多万治出“清爽”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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