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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18日，在望江县长
岭镇某棉花种植基地里，记者看到，
一大型“铁牛”正在田间来回穿梭作
业，所到之处，一粒粒棉种被精准地
播撒到地里，不一会儿工夫，几十亩
土地便完成了棉花播种。

长岭镇注重科学耕作，发挥农
业机械的作用，加快实施“两强一
增”行动。在该镇各处田间地头，随
处可见各类农业机械助力棉花播
种，提高效率。

“我们合作社在这一片流转了
400亩土地种植棉花，今年全部采用
机械化种植，非常方便，省时、省工，
效率高。一台机械一天能播种120到
130亩。”金启田是镇种棉大户，前些
年，因为没有引进机播棉技术，合作
社流转的土地只能用人工播种。经

过比较，机播棉技术可以实现精准
作业，能独自完成耕地、施肥、撒种
等作业，与传统人工播种方式相比，
大大节省了人力，节约了棉种，也便
于管理及后期采收，机播棉质量明
显优于人工播种。

同时，长岭镇通过土地流转、土
地规整等方式，把零散土地规整成
大田，不断提升农机作业现代化水
平，为农民整地、播种、植保、收获提
供全程机械化技术服务，有效地降
低了农用生产资料成本，提高了棉
花生产水平和种植效益。今年该镇
计划种植棉花3000亩，机械化操作
率近50%，全镇棉花播种工作预计5
月底之前全部完成。

（通讯员 檀春红 全媒体记
者 罗少坤）

机械助力棉花生产提质增效

大观区海口镇坚持将党建工作与
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不断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战斗
力和创造力，带领群众共同富裕，助推
乡村振兴。

党建引领 点燃振兴
“加速器”

走进海口镇培文村，一座座民俗
风情农家院落各具特色，古色院墙、青
瓦木窗、亭台水榭，秀丽的田园风光尽
收眼底。培文村积极践行“建一个支
部、兴一项产业、富一方群众”的党建
模式，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建到产
业协会上，大力扶持壮大农家乐产业，
形成“党支部+协会+农家乐”的基层党
组织体系，把党的组织优势有效融入
产业优势中，实现党建与产业发展的
互动双赢。

“通过党支部引领、党员示范带
动，全村农家乐综合形象得到进一步
提升。农家乐的发展，解决了群众就近
创业就业，真正起到富民增收的作
用。”培文村党总支书记吴保利说道。

目前，海口镇的村党组织领办创
办农民专业合作社10个，4个村集体
经济收入均达到50万元以上，村级组
织自我保障和服务群众能力明显增
强，同时也给村级产业发展找到了新
方向、带到了新高度。

建强堡垒 筑牢振兴
“主阵地”

海口镇选优配强镇村两级班子，
大力选拔优秀年轻干部进入领导班
子。镇领导班子平均年龄43.6岁；村党
组织书记平均年龄46.8岁，大专及以
上学历占100%，10个村（社区）实现后
备干部全覆盖，年轻大学生成为村干

部的主体力量。
海口镇坚持严字当头、实字托底，

一村一策、精准发力，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带领群众改善全村基础设施，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村庄面貌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村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基层善治 夯实振兴
“支撑点”

海口镇坚持党建引领，以“书记项
目”为抓手，积极探索创新基层社会治
理新模式。该镇建设“数字乡村治理平
台”，通过监控和数据采集，实时对镇
域内的禁捕退捕、秸秆禁烧、水质监
测、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群众诉求等
进行督查，发现问题及时上传、建立清
单、办结销号，形成全过程闭环式高效
管理机制。线上线下深度融合让基层
社会治理更智慧、为民服务更便捷。

“有了这个平台，足不出户就能把
问题反映给镇上的干部。早上在上面留
言，下午乡上就来人处理。”南埂村村民
王和贵对该平台带来的便利深有感触。

海口镇探索构建“四纵四横”党建
网格链条。纵向上健全完善镇党委—村
（社区）党总支（书记网格长）—片区党
支部—村民组党小组（村民组组长）四
级组织架构体系；横向上建立党组织领
导下的“网格党支部、区驻点单位、红领
工作站、村委会”四方联动机制，将党支
部建在网格、党小组建到村民组，推动
党组织有机嵌入治理经脉。该镇整合组
织资源、调配组织力量、发挥组织优势，
着力在建强组织堡垒、加强产业发展、
推行微治理上出实招，以党建引领强发
展、以组织振兴助推乡村振兴，基层党
建有形有力、美丽乡村如诗如画、乡村
治理和谐有效的一幅新时代美丽乡村
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江涛

基层党建有形有力 乡村治理和谐有效

海口镇建强组织堡垒建设和美乡村

本报讯 5月 27日，怀宁县雷埠
乡曙光村活动广场上人潮如流，一片
欢歌笑语，由怀宁县文旅体局、农业农
村局、商务局以及雷埠乡党委、政府联
合主办的2023年雷埠乡红杉林蓝莓
文化旅游节暨迎庆桃采摘季活动正在
这里举行。

这天，曙光迎庆桃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韩天辉早早来到活动广场，
与工人们忙着把一箱箱鲜桃整齐地摆
放到广场划定的展销区。活动现场人
头攒动，清洁的广场展销区域，包装精
美的蓝莓、鲜艳诱人的迎庆桃散发着
沁人的清香。随着满载外地客商和本
地群众的大小车辆有序进入现场，上
午9点，采摘节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家乡的迎庆桃味道好、便于存
储，明天我准备到湖州去，应工友们之
约，今天我来这买两百斤带上。这可是
我们家乡的名牌特色产品，也是我无
论走到哪里都忘不了的家乡味道、浓
浓乡愁。”展销现场，曙光村徐小娥女
士一边把一箱箱鲜桃搬上自己的小车
一边自豪地对游客们说。

“雷埠乡种植的蓝莓是果大饱满、
味道甜美，非常好吃，你们都来尝尝就
知道了。”在蓝莓鲜果展销区，一排排
包装精致的蓝莓鲜果盒五彩缤纷，让
人眼花缭乱，某蓝莓园负责人徐旺宁
热情地邀请着围观的游客们品尝自己
的蓝莓鲜果。

在广场两侧长长的特色农副产品

展销位的人行走廊里，熙熙攘攘的游
客们一边品尝、挑选着甘甜的果实，一
边相互拍照留念，分享着丰收的喜悦
和采摘季的美好瞬间……现场热闹而
又温馨，文明而又和谐，此起彼伏的问
价、还价声，以及摊主们洪亮的产品宣
传声，把采摘节的热闹气氛推向高潮。

素有“天然氧吧”之称的雷埠乡属
浅山丘陵乡镇，境内山清水秀、土壤肥
沃、气候温和湿润、光照充足，非常适
合桃子、蓝莓等水果和其他农产品的
产业发展。近年来，雷埠乡党委、政府
结合自身优势，将“一村一品”作为富
民兴村、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积极引
导村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因地制
宜大力发展迎庆桃、蓝莓等特色种植

产业，努力让农民富起来、集体经济强
起来，全乡种养业专业户从几年前的
几十户发展到现今的120多户，渔业、
畜牧业等养殖产业风生水起，粮食生
产稳中有升，特色种植业从几年前不
足百亩的单一桃子品种快速发展到如
今迎庆桃2000多亩、蓝莓4700亩、紫
薯 800 亩、生态绿茶等其他农作物
1000多亩的规模，带动2000余名当地
群众在家门口就业，推动各村实现了
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超过50万元的目
标。一幅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生活富
裕、生态宜居的乡村振兴样板图正在
从愿景变为实景。

（通讯员 陈凤宽 全媒体记
者 罗少坤）

鲜果搭台唱增收致富大戏

本报讯 5月22日，安庆市殡葬管
理所职工汪俊竹、李娜、杨亚旭、王珊荣
获2022年“安徽省技术能手”称号。

“殡仪服务员涉及的知识面广，不
仅要具备形象、礼仪方面的素养，还包
括业务洽谈、接待、鲜花制作、挽联创
作、方案策划等。”身材高挑的汪俊竹
在殡仪服务岗位上已经工作了九年。

和汪俊竹一样，29岁的王珊也是
一名殡仪服务员，这是王珊大学毕业
后的第一份工作。经过多年磨炼，她从
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姑娘成长为单位的
全能好手。“刚参加工作时，看到有家
属悲恸地哭泣，我也跟着一起哭。后
来，我渐渐意识到，我应该控制自己的
情绪，将这份悲痛服务于逝者和家属，
让他们从悲伤中走出来，让他们感受

到温暖和关怀。”王珊说。
“殡葬无小事”，做好殡仪服务工

作任务重大，需要“一专多能”。汪俊竹
和王珊都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
断提高和完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
一方面跟着师傅现学现用，不懂就问，
一方面借阅有关殡仪服务专业方面的
书本，勤学苦练，还多次赴先进地市殡
仪馆学习，力求理论上弄懂，技术上吃
透。很快，她们练就一身过硬的业务技
能，成为青年员工中的佼佼者。

李娜和杨亚旭都是整容师。整容
师是个技术活，尤其在面对非正常死
亡的遗体时，修复难度极大。李娜经常
在整容间里一待就是一天。她潜心钻
研整容技术，全身心地投入到遗体整
容的工作之中，学习遗体解剖学，了解

人体的骨骼支架、五官的位置，学习缝
合的技巧手法。

“我以前学过美术，专业对口一
点，心理承受能力也比女生强。”杨亚
旭说，他是个力求完美的人。有一次他
为逝者种植眉毛和头发，小心地用镊
子夹起平均不足1厘米长的毛发，比
对脸部特写照片，仔细研究眉毛的深
浅和走向，用了足足三个小时，眉毛和
头发终于纤毫毕现。他还和同事们探
索出用硅胶制模替代残缺肢体的技
术，最大程度还原逝者生前的样貌。

凭借精湛的整容技术，李娜和杨
亚旭让近万名逝者安详地离别人生，
让亲人的悲伤得以减轻。

参加安徽省职业技能竞赛前，汪
俊竹、李娜、杨亚旭、王珊已经取得安

庆市一等奖的好成绩。在省赛中，他们
顺利通过理论和实操的考核，取得全
省一等奖，被授予“安徽省技术能手”
称号。汪俊竹、李娜、杨亚旭更走进国
赛的赛场，在第十一届全国民政行业
职业技能竞赛全国总决赛上，李娜荣
获个人一等奖，杨亚旭、汪俊竹荣获个
人三等奖。

“这4名年轻的同志荣获‘安徽
省技术能手’称号，充分展现了安庆
殡葬职业技能人才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相信
在他们的带领下，将涌现出更多的技
术能手、技术高手，推动全市殡葬事
业高质量发展。”市殡葬管理所副所
长章琳说。
（全媒体记者 雷琳琳 通讯员 胡荣忠）

让逝者安详离开 让亲人减轻悲伤

练好技能护航生命最后一程

本报讯 近日，在宿松县洲头
乡某家庭农场的麦田里，工人们正
忙着在田里套栽冬瓜苗。

洲头乡砂壤土较多，土地平整、
肥沃，适合冬瓜生长，而且这里农业
基础设施完善，道路交通条件好，运
输方便。为了提高冬瓜种植产量，降
低冬瓜盲目集中上市带来的市场风
险和气候风险，该乡农技人员因地
制宜，大力推广麦田套栽冬瓜新模
式，赋予冬瓜种植更多的技术含量。

“麦田套栽冬瓜，比麦后种植冬瓜，
可以至少早上市20天，还可以多产
收一批冬瓜。”正在基地忙碌的农场
负责人汪晓军介绍，比起传统的种
植方式，现在亩产值要高好几倍。

今年，洲头乡冬瓜意向种植面
积在5000亩左右，其中麦田套栽模
式近2000亩。如今，冬瓜种植已成为
洲头乡重要的富民产业，冬瓜成了
名副其实的“致富瓜”。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胡锦文）

麦田套冬瓜 增收到农家

本报讯 桐城市青草镇在推进
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秉承“开局就
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决心，不
断探索新思路、新办法，一村一策、
一组一策，掀起建设宜居家园、留住
乡愁的新高潮。

复兴村黄冲村民组地处丘陵，
50多户农家分散在“山”字形的三条
小山岗上。复兴村流转黄冲组200多
亩低产林，通过招商引资，栽上了油
茶，黄冲村民组有了18万元收入。这
个钱怎么分？村民们一致建议用于
村庄美化。“没想到黄冲组村民积极

性这么高，这是我村人居环境整治
筹资最多的村民组。”复兴村党总支
书记朱爱文说道，“为改善人居环
境，村委朱立胜驻点黄冲一个月，协
助工作。村委会配套资金，还帮助申
报政府的奖补资金。”

无功能建筑撤除了，房前屋后的
零星林地也整理出来了，黄冲塘清淤
完成了，绿化工程正在进行时。“看着村
庄越来越美丽，大家都是幸福感满满
的。”黄冲村民组的村民们开心地说道。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黄健生 朱爱文）

干群齐心建设宜居家园

5月19日，桐城市龙眠街道家庭医生上门为83岁高龄残疾人张桂先免
费体检。该社区积极推进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升残疾人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迅员 王正飞 摄

5月28日，在望江县高士镇箭坝
村就业帮扶驿站内，工人们正在赶
制订单。

高 士 镇 紧 盯 群 众 需 求 ， 察 民
情、解民忧、暖民心，开拓新思
路、探索新路径，搭建“用工放
心、就业安心、群众称心”的就业
帮扶平台，不仅给农村灵活就业人
员一个温暖的家，让群众在自己家
门口“能就业、就好业”，也进一步
促进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截至目
前，高士镇共打造就业帮扶驿站 5
个，年均解决就业约200人，年均产
值2000万元。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黄佩佩 摄

村口小“驿站”
服务大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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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日来，宿松县司法
局组织司法行政干警、村居法律顾
问到复兴镇高屯社区和佐坝乡新
建、鱼雁、王岭等村开展“访民情听
民声惠民生”主题宣传活动，回应群
众关切，推进平安宿松和法治宿松
建设，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政法
工作满意度。

该局工作人员进村入户宣传司
法局的各项工作职能，了解社情民
意，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困
难。司法行政干警还全面了解当前
农村地区平安建设工作开展情况，
认真查漏补缺。针对群众反映的问

题，干警们逐一登记，建立台账，及
时落实、转办、跟进。面对群众遇到
的法律问题和困难，司法行政干警
和村居法律顾问一一予以耐心解
答，并留下联系方式跟进做好服务。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凡事
多个心眼，做到不轻信、不透露、
不转账……”同时，针对当前高发
频发的电信诈骗案件，司法行政干
警和村居法律顾问通过“以案释
法”“以案示警”等形式，沉浸式
开展反电信诈骗宣传，向当地村民
宣传普及反电信诈骗知识。
（全媒体记者 许娟 通讯员 杨香梅）

进乡村听民声惠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