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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自治、自理、自建、自享”

前不久，大洼社区司山组两户
人家先后在社区公共食堂办了喜
宴，其中，迎娶儿媳妇的村民郑风
琴不无感慨地说：“以前我们村民
家做大事办酒席时到处借东西，东
家坐两桌、西家坐两桌，操心劳累
开支大，如果在饭店办，花销更要
多几倍。现在亲朋好友都夸我们乡
村治理显成效，社区大食堂也建得
好，经济实惠不浪费。”

乡村振兴，乡村治理，是新时代
的新课题。作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村的大洼社区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
中，始终秉承“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大家的事情商量办”的理念，通过党
建引领、党员示范带动等，充分激发
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和内生动力，践
行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政
策理念，实行村民“自治、自理、自
建、自享”的民主管理模式，有力推
进了乡村振兴步伐。

为避免大拆大建，保留村庄原
有风貌，凸显“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的田园村韵，大
洼社区紧密结合平山省级现代农业
示范区建设发展实际，聘请安庆市
城乡规划设计院对村庄整治建设规
划进行编制，技术人员通过实地查
看地形地貌、深入走访群众、召开
座谈会及“四议两公开”等形式，
和群众一起制定美丽乡村建设规
划，并反复调整修正，确保规划编
制尊重群众意愿，空间布局合理，
突出地域特色，符合村情实际，有
效激发了群众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大洼社区连续8
年被怀宁县委评为“五星级党组
织”，并先后被评为安庆市“妇女
之家”规范化建设示范点、省级森
林村庄、安徽省卫生城市 （社
区）、安徽省城乡社区协商示范

点、安徽省乡村治理试点示范村、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

大洼社区的“辩证法”

初夏时节，走进大洼社区下岭
组，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美丽的乡
村画卷，而这主要得益于当地村民
自发出资出力。“一个人口不多的
村庄，村民能如此热忱投入公益事
业，相当不容易，23户共出资百万
元，他们这种团结向上的精神令我
感动。”平山镇党委书记何声泽说
道。下岭组只有23户130余人，建
设美丽乡村，当地村民没有“等靠
要”，而是提前规划，积极出工出
力出钱，先行一步构建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乡村发展新格局。

近年来，大洼社区把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作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之
一，坚持生态优先，致力做好“绿
色发展”文章，通过号召党员群众
齐动手营造良好的整治氛围，并顺
应村民“想干的”，着力村民“想要
的”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较大地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面
貌。社区结合农村“三大革命”和
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等重点项目，认
真做好绿化净化的“加法”，污水、
垃圾、旱厕的“减法”，项目包装整
合的“乘法”和环境问题短板的“除
法”。大洼社区已建成日处理污水
350 吨的污水处理池 4 座，完成改
厕720户，改厕率达83.7%。

大洼社区创新形式推进公益事
业建设，按照“党委引导，农民主
体，典型引路，以点带面”的工作
思路，深化“上级补一点、政府出
一点、社会捐一点、群众筹一点”
的多元化筹资方式，以较小的公共
资金投入引导和撬动社会资金的参
与，围绕“五清一改”任务对所有
自然村庄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治

脏、治乱、治污、拆违、拆危，做
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
角。近年来，大洼社区累计捐款筹
资1300余万元用于环境整治、基础
设施建设等公益事业，涌现出司
山、李墩、后山、下岭等多个村庄
整治示范点，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显著提升。

大洼社区的“致富经”

近段时间，大洼社区种粮大户
程国才每天不时地掏出手机翻看，
其实他并不是在刷朋友圈、看视
频，“我是通过镇里的物联网科
技，查看我家稻虾田内的温度、湿
度和光照等情况呢，并在线上咨询
农业专家，提前谋划谋划。”

大洼社区依托平山省级现代农
业示范区平台优势和胜天圩绿色稻
米种植示范片地理优势，充分发挥
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加快发展绿色
稻米种植、特色水产养殖、稻鸭
（虾） 共生等产业。目前大洼社区
已聚集3家市县级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建有稻鸭共生基地 1000 余
亩、稻虾共生基地1700亩、省级稻
渔综合种养示范基地1处，带动周
边农户就近就业，实现增收致富。
同时，社区立足集体经济发展需
要，抢抓政策机遇，先后谋划包装
实施了产业休闲融合项目，蓝莓产

业和二期茄洋湖湖区整治及葡萄园
建设工程，整合投入资金近120万
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为社区年
增收集体经济20余万元。

大洼社区还大力发展现代农
业，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共流
转土地 3000余亩，成立水稻、瓜
蒌、水产养殖等7家专业合作社，
带动村民收入大幅增加，人均年纯
收入达到15000多元。

大洼社区的“三治经”

“我们将社区划分为9个网格，
社区内所有主次干道、背街小巷、
公共场所、居民小区和企事业单位
等全部纳入网格，实现了服务管理
全覆盖。社区党支部书记即是‘网
格长’，每个党小组的组长为‘网
格主任’，社区干部和村组组长为

‘网格员’，他们既是政策的‘宣传
员’，也是事情的‘代办员’，让群
众办事方便快捷，解决了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问题。”大洼社区党
支部书记范红霞说。

大洼社区推行“三治融合”，
培育文明乡风，在司山村民组率先
实践并推行“自己的事自己办，大
家的事商量办”的“自治、自理、
自建、自享”的民主管理模式的基
础上，积极探索健全“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

系，在民主自治、移风易俗等方面
都做出了有益尝试。司山组村民理
事会不仅带领村民建起了村民组自
己的“三公”事业（村民公共文化
活动中心、社区大食堂、农民公
墓），还组织村民制定、完善和遵
守村规民约，引导村民抵制封建迷
信，坚持移风易俗，推行健康文明
的科学生活方式，遏制婚丧嫁娶中
的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后山组经
常性结合村民理事会和日常的村民
代表会议，注重普法教育宣传，见
缝插针劝诫村民在家做个尊老爱
幼、和睦相处、勤俭持家的好成
员，在社会上做个遵纪守法、踏实做
事、诚信做人的好公民；胜利组每年
都进行“好婆媳”“卫生模范户”等评
选表彰活动，用身边先进典型事例
引领居民传承美德、发家致富，形成
文明和谐、健康向上、艰苦创业、回
报家乡、奉献社会的良好风气；卢
屋组鼓励老党员和老教师，对传统
家规家训做相应的修改和完善，使
其在新时代能够浸润人心，成为社
区德治的微观基础……

如今，在党建引领下，大洼社区
着力推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
合”，基层党建和乡村治理同频共
振、互促双赢，群众的腰包“鼓”了、
脑袋“富”了、生活“甜”了，一幅幅美
丽乡村画卷正徐徐展开……

通讯员 檀志扬 操振东

乡村治理的大洼实践
初夏时节，在怀宁县平山镇大洼社区，青

山绿水间，一栋栋农家小洋楼错落有致，采摘

园里游客如织，村民们在田间地头忙碌着，宜

居宜业的美丽乡村新画卷展现在眼前。

近年来，大洼社区全面深化“三治结合”

的乡村治理体系，探索推行以党建为引领，自

治、法治、德治全面发展的“四位一体”乡村

治理新模式，凝聚起了一股干群同心共建村美

民富新家园的强大合力。

本报讯 5月 14日，在望江县
凉泉乡湖滨村的中草药种植基地，
十几名农户正在地里除草、浇水，
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地里
种的是党参，总面积超400亩。村
里成立了土地流转专班、种植专
班，专门负责整合流转土地发展中
草药产业。”湖滨村党总支书记龙
荣华介绍道。

湖滨村属丘陵地势，境内湖汊
众多，土地不成片，不适宜传统经
济作物生长，当地人称之为“九汊

十三岗，岗岗黄土包”。去年，村
里结合自身具体情况，因地制宜，
扬长避短，由村党组织牵头，引进
专业合作社利用荒坡、林地种植中
药材。目前，村里已建灵芝大棚4
个，党参、博落回等中草药种植面
积近千亩。

在村社合作的优势带动下，湖
滨村10余户农户参与到中草药产业
发展中。“村里与安庆市一家中药
种植加工合作社合作经营，技术有
专家指导，销路有村里保障，我们

种党参很省心，亩产有350斤，收
益在1万元左右。”湖滨村党参种植
大户刘名声对此充满信心。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凉泉乡泊
湖、壬辰占等圩区村落今年也探索
出了发展中草药产业的新路子，充分
利用圩坝上的闲置坡面种植艾草。

艾草根茎发达易成活，每年可
收割三次到四次，全草可入药，通
过精深加工，可制成艾贴、艾灸等
产品，不仅经济效益可观，种在背
水坝上还能防止水土流失。“乡里

有集种植、加工、生产、销售为一
体的成熟艾草企业，加工和销路都
有保障，我们第一批在圩坝上种了
200亩，带动用工30户，村级预计
增收10万元。”壬辰占村党总支书
记杨木水介绍道。

近年来，凉泉乡采取“党组
织＋合作社+公司＋农户”的模式
大力发展艾草产业，已形成 2000
余亩规模的艾草种植区，年产艾草
600余吨，建成仓储车间 1个、生
产车间2个，初步形成了集艾草种

植、生产加工、产品研发、销售服
务于一体的产业链条，带动周边
400户村民户均增收3000元。

“我们将以中草药产业规模化
发展为契机，大胆探索尝试，不断总
结提炼，走好乡村振兴产业路。”凉
泉乡党委副书记李平表示，下一
步，将为全乡中草药产业发展做好
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专业
技术指导等方面服务保障。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唐璐）

凉泉乡：中草药种出“致富方”

5月 15日上午，记者来到桐城
市新渡镇九重村，刚到村口就能感
受到热火朝天的改厕氛围——村民
桂树来家院墙外，工人们正在砌化
粪池，挖坑、砌砖、抹水泥，各项
工序有条不紊。

“砖头、沙子、水泥、化粪
池、坐便器，这些都是政府提供
的，我家没花一分钱，就把旱厕改
成了卫生厕所。”桂树来不无喜悦
地向记者介绍道。

“在第一个粪池放输粪管时，
要放在池子的三分之一处，并且要
在输粪管的下端打个斜面，这样粪
便就容易进到第二个化粪池了
……”新渡镇农业站站长胡长胜边

指导工人施工边向记者介绍，这是
砖砌三格式化粪池，与农村传统使
用的化粪池相比，它的无害化、
环保化和生态化程度更高。在经
过三级隔离过滤、新陈粪便分
离、厌氧密闭反应、酸碱发酵降
解、沉降杀灭虫卵和分层分类处
理后，使厕所达到了不渗不漏、
无蝇无蛆、防臭防溢的卫生效果。

近年来，桐城市坚持农村改厕
与农村污水治理、畜禽粪污综合利
用、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等相结
合，加快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努力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
板，农村改厕改出了生活新时尚，
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如

今家家户户屋里面干净、屋外面整
洁，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干净整洁的地面、洁白的搪瓷
坐便器、修葺一新的瓷砖墙光洁照
人……在桐城市龙腾街道新桥村66
岁村民张启忠家中，新改造的厕所
如同城里人家的一般“大气”。

“原先家里的厕所是那种老式
的，一到夏天家里苍蝇蚊子很多，
味还很大。现在这种新厕所用起来
既方便又卫生，里边没有一点
味。”张启忠说，上完厕所，手一
按、水一冲，粪污就到化粪池，然
后经过发酵、沉淀等流程，无害化
处理后的粪污还可以用作肥料浇灌
农田、菜园。

“我们积极创建农村改厕提升
和长效管护示范县（市），按照‘专
人管理、快速维修、及时抽取、科学
利用’的工作目标，成立管理队伍，
健全管理网络，明确部门职责，做
好改建厕所后续工作，确保‘厕具
坏了有人修、粪液满了有人抽、抽
走之后有效用’，建立‘建管用并
重、责权利一致’的管护机制，确保
乡镇管护覆盖率100%，行政村管护
覆盖率100%，解决厕所维修和清掏
等后期管理问题，确保建好一个、
管好一个、用好一个。”桐城市农业
农村局社会事业促进科负责人江龙
田表示，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是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点任务。

据介绍，目前桐城市推广使用
的是整体式和现建式三格式化粪
池，整体式指用塑料或玻璃钢等材
料在工厂内生产成型的三格式化粪
池，现建式是现场用砖砌筑三格式
化粪池。由于整体式或现建式三格
化粪池材料采购和安装施工费用均
由各级财政奖补承担，农户改厕基
本不需村民自己掏钱，因此大家改
厕的积极性很高。

自2018年以来，桐城市共完成
农村卫生厕所改造 27943 户。今
年，该市财政继续投入700万元，
补助3500户改厕。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孙传银

桐城市：改厕“改”出群众幸福感

本报讯 近年来，桐城市大关镇依托
地方资源特色，寓服务于精细管理，加强传
统村落和乡 村 特 色 风 貌 保 护 ，“三 举 措 ”
稳步推进美丽镇村建设。

常态长效推进创建，该镇推行“一周一清”
常态创建工作法，推深做实闭环工作机制，对
于突出问题、重难点问题实现对单调度、治理
销号。深挖红色资源亮点，充分挖掘欧家岭
起义、小关伏击战等红色资源，积极申报红色
旅游项目。该镇麻山村依托“安庆市党史教育
基地”欧家岭，积极发展乡村红色旅游产业，
目前已修建道路护栏2.7公里、停车场600平
方米，完善旅游公共服务，打造红色旅游景
区。厚植文明乡风沃土，制定《大关镇推进移风
易俗 建设文明乡风实施方案（试行）》，设立

“村民说事点”，收集群众关于破除陈规陋习方
面的意见建议，引导群众讨论怎样才能抓好移
风易俗，增强群众对新民俗的认同感。选树培
育移风易俗先进典型，开展“十星级文明户”“好
婆婆、好媳妇”等评选活动，全镇共评选移风
易俗示范户 126 户。（通讯员 张衡 胡圣环）

大关镇：

“三举措”推进美丽镇村建设

本报讯 今年以来，宿松县程岭乡党委
政府围绕做好“双招双引”工作持续发力，乡
招商专班多方面、多渠道搜集招商线索，建立
台账并持续跟进。

4月中旬，程岭乡招商专班通过走访获知
本土企业恒祥针织有限公司拟扩大投资规模，
计划在县经开区投资新建年产5000吨棉纱项
目这一线索后，专班立即同企业主要负责人取
得联系，并主动上门进行对接。在了解到企业
目前因为找不到合适厂房导致项目一直搁浅
后，程岭乡主要负责同志第一时间与县经开区
取得联系，而后多次前往县经开区就该企业项
目落户选址及厂房供应问题进行对接协调，
以实际行动落实全程帮办代办制度，全力推
动项目早日落地。4月下旬，程岭乡在外企业
家向乡招商专班提供了一条招商信息，乡主
要负责同志立即带队前往深圳开展招商考
察，并拜会该公司主要负责人，经双方沟通对
接，该公司负责人对到宿松投资落户产生浓
厚兴趣，一周后便前往宿松实地考察。

“企业之所以会有强烈的投资意向，很
大程度是因为我们干部的务实作风得到了
他们的肯定。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为
企服务能力和水平，吸引更多客商到宿松
县、到程岭乡投资兴业。”程岭乡党委书记吴
金桥说道。 （通讯员 孙超）

程岭乡：

多渠道开展“双招双引”

本报讯 为完善辖区老年人的健康管
理工作，进一步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近
日，桐城市双港镇长枫村组织开展了 65 岁
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义诊”活动，充分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切实使老年人享受到
各项惠民政策。

活动中，卫生服务志愿者为老人逐项仔细
检查，耐心询问平时生活习惯、饮食、慢性疾病
症状、既往病史、治疗和用药等情况。退役军
人志愿者还现场发放卫生健康、防诈骗、消防
安全、养老保险、乡村振兴、人居环境等宣传
册，为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财产安全提供更加
全面的保护。

长枫村此次体检活动，共为283名65岁以
上老年人提供了免费体检服务，完善了老年
人健康管理，做到无病早预防，有病早发现、
早治疗。此次体检活动不仅提高了村民对
健康的认识，同时也让村民真切感受到了党
和政府的关心以及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通讯员 汪瑶）

双港镇：

撑起“健康伞”守护“夕阳红”

近年来，平山镇大洼社区全面深化“三治结合”，多措并举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图为大洼社区一角。
通讯员 檀志扬 摄

本报讯 近日，怀宁县“交通安全主题公
园”建成开园，旨在弘扬道路交通安全法治文
化，立足实现交通安全共建共治共享，重点针
对“一老一少”群体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该主题公园由怀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投
资建设，坐落于县城独秀公园内的怀宁法治
文化园之中，在公园内的休闲步道和两侧草
地上，主要修建了交通安全标识翻转互动、交
通信号灯路口模拟、“一盔一带”“三超一疲
劳”“拒绝酒驾”警示、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行
驶安全小知识等多个版块，通过多种形式寓
教于乐，让群众在畅游公园的同时，愉悦地接
受交通安全教育。 （通讯员 郑生发）

怀宁县：

“交通安全主题公园”建成开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