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双招双引”落子频
频，重大项目持续推进，利民项目亮
点纷呈……今年来，望江县华阳镇坚
持把双招双引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举措，聚焦新兴产业，创新服务
方式，着力招引一批实力企业项目落
地，精准精细做好重点项目服务保障
工作，全力以赴抓招商、强产业、优
环境，升腾强大发展气场，不断积蓄

“进”的力量。
在华阳镇，今年新招引的年产60

万套汽车座椅面套项目正在紧张施工
中。“这个项目是我们社区在外人才张
伟介绍来的。”天河社区党总支书记潮
龙祥介绍，张伟在一家国有企业上班，

近几年他看到家乡营商环境越来越好，
纺织服装业越做越大，毫不犹豫地介绍
了安徽兴众合汽车饰件有限公司给镇
经发办进行招商洽谈。

经过半年时间的对接、洽谈，该公
司于今年6月在华阳镇落户，其投资方
和管理者来自一家定位中高端，集汽车
内饰件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公
司。公司已租赁厂房14000平方米，现
正在装修，计划引进法国力克等裁床10
余台，德国杜克普等高端工业缝纫机
400台，总投资达1.05亿元。

准备工作如期完成后，企业又遇到
了招工难题。华阳镇党委政府立即行
动，专门召开村（社区）书记座谈会，要

求各村（社区）加大宣传力度。仅用7
天，该镇就为企业招聘了工人132名，超
额完成目标任务。

走进安徽雷特申节能玻璃科技有
限公司，厂房整洁有序，生产车间外一
块块特种玻璃整齐排列着，每一列都标
好了准备运往的目的地，车间里是一派
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

2019年在外打拼的江永平受到家
乡感召回乡创业，办玻璃厂，招收60余
名工人，近两年产值达到 4000 多万
元。在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2023年江
永平决定延长特种玻璃的产业链，又投
资注册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经
营特种玻璃窗户，目前厂房已租赁，正

在装修中，10月将投入生产。
华阳镇始终坚持“内搭平台、外联

老乡”工作举措，今年以来已外出开展
“双招双引”活动14次，成功创建省级电
商特色产业园，建立领导班子培育“四
上”企业包保机制，全面开展助企纾困、

“新春访万企”等行动，党政班子成员定
期走访企业100余次，“面对面”提供专
业化、接单式服务，常态化收集企业反
映的问题诉求，宣讲“开门红”“夏日红”

“金秋红”等利企惠企政策80余次，平
台收集办理企业诉求11条，线下办理10
条，为3家公司兑现奖补退税政策。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彭旭春 田荣）

做好双招双引加快高质量发展

项目建设加速跑 汇聚发展新动能

本报讯 近年来，宿松县下仓镇积
极探索农村养老新模式，整合政府和社
会资源，持续加强老年食堂建设，满足
老年人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让老年
人在家门口吃上“暖心饭”，进一步提
升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8月26日中午12时，在下仓镇下仓
埠社区居民食堂，刚出锅的木耳炒肉、
清炒丝瓜、红烧鱼头等精致菜肴端上了
餐桌，老人们依次走进来，围坐一起，
聊着家长里短，吃着色香味俱全的可口
饭菜，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笑容。

“天天有荤有素，还不带重样儿
的，我现在胃口都比以前好了。”72岁
的吴文洁笑着说。吴老的孩子都在外
地工作，她和老伴在家，每天吃饭总
是简单应付。自从老年食堂开放，他
们在吃过后，发现实惠又好吃，便每
天按时来吃。由于饭菜营养均衡，几
个月来，两位老人的身体调养得很
好，脸色都红润了些。

下仓埠社区老年食堂主要面向周

边 60 岁以上的老人，供应少油、少
盐、少糖、易消化的适老型餐品，每
天有七菜一汤及馒头、包子、米饭等
多种主食。老人每顿只需花费 10 元，
便可享受到菜品丰富的午餐或晚餐。

此外，针对行动不便或高龄孤寡
的老人，下仓镇还组织妇联、团委、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等部门，发动党
员、志愿者、爱心人士等力量，成立
送餐志愿服务队。采用分片负责和一
对一结对的方式，为老人提供送餐服
务，并以此为切入点，延伸开展暖心
服务，及时解决老人的身体、精神、
居家安全等问题，有效化解各类风险。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传递民生温
度，研判分析老年堂运营过程中的经
验做法和不足之处，通过创新举措，
进一步满足老人个性化、多元化的膳
食需求，用一份新鲜热乎饭，点亮老
年人的幸福‘食’光。”下仓埠社区党
总支书记胡家财说。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余志飞）

宿松县:

老年食堂吃出“幸福味道”

8月23日，志愿者们在清扫垃圾。
当日，迎江区宜景社区组织党员志愿
者，在居民小区开展清洁家园优化人
居环境活动，志愿服务队员分组对小
区楼道、花园、儿童活动区等开展清
洁美化，为辖区居民营造美好宜居的
生活环境。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袁园 摄

清洁家园在行动

人居环境再提升

本报讯 流动党员是党员队伍
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新形势下的
流动党员管理工作，是加强党的执
政能力建设的迫切需要，对于加强
流动人口管理、提高党员队伍整体
素质，具有重要意义。今年以来，为
破解流动党员去向掌握难、经常教
育难、活动组织难、作用发挥难的

“四难”问题，怀宁县秀山乡以“云”
为媒，多措并举让流动党员“高飞不
断线”。该乡现有中共党员677人，
其中流动党员174人。

为准确掌握流动党员所在支
部、流出地点、从事职业、联系方式
等信息，秀山乡党委精准摸排到流
动党员 174 人，各村（社区）党支部
均建立了管理台账，实时动态更
新。各村（社区）联络员以及商会支
部书记与流动党员保持紧密联系，
引导他们成为秀山乡在外招商的桥
梁和纽带，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有
利机会。

秀山乡8个村（社区）均建立了
掌上“云支部”，定期将各类文件、学
习资料、党员活动等发送到联系群中
进行教育学习，常态化开展流动党员
教育管理，确保流动党员“离乡不离
党”“流动不流学”“务工不误学”“学
习不掉队”。

该乡建立健全流动党支部“共
建共管”模式，利用同流入地党组织
共建共管的双向管理机制，依托驻
深圳、云南两地党支部，形成“党务
工作者月月问、流动党员主动报”的
联动形式，让流动党员“心有归
处”。建立联系机制，各村（社区）党
组织书记与每名流动党员定期联
系，增强流动党员“归属感”。建立
流动党员帮扶机制，各村（社区）党
组织书记定期走访流动党员家庭，
对困难家庭进行关爱帮扶，使流动
党员安心在外务工创业。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
员 徐菁）

怀宁县：

让流动党员流动不“流浪”

新闻广角新闻广角

本报讯 今年以来，桐城市双
港镇潘赛村不断找准党建工作与移
风易俗的契合点，以党建引领、党
员示范、党群联动为抓手，注重乡
风文明，崇尚良好家风、弘扬淳朴
民风，不断夯实乡村振兴基础。

利用每月的党员活动日活动、
老年大学开班活动现场不断宣讲移
风易俗的时代楷模性、对喜事新
办、丧事简办予以肯定，对厚养薄
葬行动予以表彰，对好人好事行为
通过大小会议进行表扬，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宣讲勤俭节约光荣、好赌
懒惰行为可耻，用榜样力量引领文
明新风尚。潘赛村坚持把推进移风
易俗乡风文明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抓手，同每月党员活动
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的活动
以及老年大学等工作相结合，运用

“四事四权”和“四议两公开”工
作法，引导村民争做移风易俗的实
践者和推动者，切实提升广大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该村努力践行“四事四权”和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坚持完善
议事协商机制，大力推行群众自
治，充分发挥代表议事作用。针对
乡风文明建设工作，该村成立了村
民议事会，党员议事会、道德评议
会、红白理事会，研究制定了符合
本村实际的《村规民约》及丧事简
办、婚事新办的规定和流程，充分
发挥“网格长”“五老乡贤”的乡
村治理效能，明确“什么事可以
办”“什么事不可办”、办什么事都
要对照法律法规，都应符合“村规
民约”的标准。2023年以来共和谐
调处家庭邻里之间纠纷10余起，开
展“最美庭院”“文明家庭”“好婆
婆好媳妇”以及好人好事评选7余
起次，通过老年大学开班平台宣讲
移风易俗3次。

下一步，该村将不断完善村级
基础设施建设，党群同心，不断丰
富群众的精神生活，在全村范围内
逐渐形成文明和谐的新风正气，为
鱼米潘赛凝神聚力。 （全媒体记
者 许娟 通讯员 潘强国）

双港镇：

以家风带民风 以民风助乡风

本报讯 8月24日，走进怀宁
县金拱镇高湖村，抬眼就望见“同
舟共济 勇往直前”八个大字。在
这里，龙舟文化世代传承，龙舟精
神凝聚力量。

高湖村韩山组现有住户49户，
总人口 198 人，是家族式自然村
庄，韩山组的青年才俊们一直不忘
先辈的谆谆教诲，传承和发扬“团
结友爱、拼搏进取”的龙舟精神，
2018年，韩山组青年自发捐款40余
万元，创建220㎡的“韩山文化活
动中心”，该活动中心设施齐全，
可供娱乐休闲、议事决事、集体就
餐使用等。

韩山组村民自发成立村民组
理事会，推举德高望重的老人担
任理事长，推行大事小事村民
议。2021 年农历腊月二十八，经
村民组理事会理财，前期结余资
金 11 万元，在此基础上，经理事
会成员商议，村民组会议形成决
议，一致同意各户再集资 3000 元
对韩山组的人居环境进行整治。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韩山组的
道路硬化、路灯亮化、沟渠改
造、绿化点缀已顺利完工，一幅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和
美乡村画面已然呈现。

为解决群众有苦无处诉、矛盾
无处调、民意无处吐的难题，在韩

山文化活动中心设有“百姓评理说
事点”，让群众通过“唠家常”的
形式，把矛盾纠纷、百姓诉求等社
情民意在“说事点”反映出来，公
开公平公正地解决群众矛盾纠纷。
为使“百姓评理说事点”更好地为
群众办实事，解忧愁，设有一本留
言簿，用于收集社情民意，上面记
载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走进一
看，法律明白人正在聚精会神听双
方群众说事，你一言，我一语，都
各自说着自己的理，待双方群众说
完，法律明白人不紧不慢地娓娓道
来，用最朴实的语气说着最严肃的
法律条文，并时儿穿插身边发生的
真实案例，真正做到了以案普法。
双方当事人听完，顿时云消雾散，
一起矛盾纠纷就这样化解了。自评
理点设立以来，共调处各类矛盾纠
纷 10 余件。真正做到了“大事化
小，小事化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
芽状态”。

韩山组村民自发成立龙会，负
责筹办每年的龙舟赛事以及龙舟管
护。每年端午节，韩山组龙会经过
商议，都会在三鸭寺湖面进行赛龙
舟，他们整装待发，气势磅礴，勇
往直前，随着一声令下，龙舟如离
弦的箭，飞驰而出。韩山组的村民
一直发扬着龙舟精神，团结友爱，
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和和美美共同
前进。 （通讯员 汪玲）

金拱镇：

文化成为解锁社会治理的“密钥”

本报讯 今年以来，太湖县天
华镇人大聚焦提升为民服务温度争
取群众满意，提升代表学习深度优
化履职能力，提升每月活动热度助
力工作开展，致力于跑出人大工作
的“加速度”。

提升为民服务温度。人大代表
始终聚焦做群众最“盼”的事，抓
群众最“怨”的事。充分发挥好人
大代表的桥梁作用，在全过程人民
民主基层实践点建立“选民接待
日”，人大代表们轮流值班听取选民
诉求，做好群众的代言人，确保人
民利益和意志得到充分保障与体
现。在每月提交建议之前代表们深
入各自选区，入户走访群众，了解
群众意愿与诉求，并督促相关部门
解决群众的烦心事、忧心事，不断
提高建议办结率，提升群众满意
度，厚植为民情怀，展现新时代人
大代表风采。

提升代表学习深度。“结合
“代表履职阵地建设提升年”，建强
代表学习交流平台，充分发挥“代

表之家”“代表联络站”阵地作
用，配足法律法规、业务类报刊等
学习资料，让代表无后顾之忧学；
针对人大代表综合素质和人大工作
阶段重点，整合资源、因材施教，
开展理论教学、主题教学、体验教
学等多种教学方式，今年累计开展
系列学习活动11次，让代表形式多
样地学。鼓励代表通过“学习强
国”等线上平台开展自学，定期在
人大代表微信群内推送时政要闻、
廉政教育、人大知识理论等相关学
习内容，利用好碎片化时间，让代
表随时随地学。

提升每月活动热度。天华镇
“代表之家”每季度开展学习交
流座谈会，并组织全体县人大代
表视察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
点等阵地，促代表履职阵地建设
不断提升。各代表联络站每月常
态化开展至少一次活动，内容包
括视察调研、集中学习、督查工
作等。

（通讯员 朱菁芳）

天华镇：

跑出人大工作“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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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生

本报讯 “这种葡萄叫‘阳光玫
瑰’，秋天成熟上市，一直可以卖到11
月初。我在葡萄园搞管理已经2年了，
现在是葡萄生长的关键时期，葡萄园
管理得当，才能实现丰产稳产。挂果
后葡萄藤需要足够的营养才能促进生
长，太密的叶子要修剪一下，要剪除弱
果、小果，疏开葡萄果粒间的空隙
……”8月21日，在宿松县高岭乡枫林
村一个“阳光玫瑰”葡萄种植基地，管
理员赵阳贵娓娓道来。

在这个“阳光玫瑰”葡萄基地，一
座座钢架大棚鳞次栉比、整齐排列，一
株株葡萄藤蔓郁郁葱葱，一片片翠绿
的叶子向外伸展着，在茂密的藤叶间，
一串串翠绿的葡萄挂满枝头。

“目前基地主要种植的葡萄品种
为‘阳光玫瑰’，去年年初成功从山东
农科院引进种苗和种植技术，‘阳光玫
瑰’葡萄对土壤要求高，需要对土壤进
行改良，增配水肥一体化等设备，种植
技术含量高，施肥、浇水等环节要求科
学精准。为使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我
们高薪聘请技术专家定期到基地进行
技术指导和生产管理，现在天气炎热，
葡萄长势很好，需要大量人手，每天基
地大约需要10来个人做工，主要从事
除草、松土、打枝、疏果、套袋等工作，
他们每年人均可获得务工收入2万多
元。”基地负责人陈熊兵介绍。

今年是这批“阳光玫瑰”葡萄第一
年挂果，葡萄长势喜人，目前已经初步

上市，亩均产量1500斤左右，市场售价
为每斤 10至 15元，预计产值达 100多
万元。

陈熊兵是枫林村返乡创业能人，
这个“阳光玫瑰”葡萄基地正是由他投
资建设，基地占地70余亩，投资近400
万元，主要采取“龙头企业+基地+农
户”的模式，租用当地村民闲置抛荒土
地，聘请当地群众务工就业，传授大棚
种植技术等，与当地群众形成利益联
结机制，带动周边群众发展果蔬产
业。前来基地务工的都是附近村民，
葡萄种植提供的就业机会有效解决了
当地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
撑。近年来，高岭乡积极探索产业发

展新模式，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引
导群众发展果蔬种植，大力发展高效
设施农业，依托“党支部＋龙头企业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
通过落实政策激励、资金扶持、技术
帮扶等举措，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和农
业资源优势，以发展特色产业为突破
口，补短板、扩优势，着力破解群众增
收瓶颈，做大做强设施农业，拓宽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渠道，不断发展壮大葡
萄特色种植业种植规模，让一串串“小
葡萄”成为助农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为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产业
支撑。

（通讯员 杨勇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小葡萄”成增收致富“大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