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9月6日 星期三
社 会

新闻传真

责任编辑:徐勇进 电话:5325915 E-mail：dbrx5325915@163.com

如何在千头万绪中下好“绣花功
夫”，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办成
事，是基层工作的一道“必答题”。怀
宁县平山镇不断创新社会管理，全面
深化平安建设，城乡处处呈现出平安
祥和、竞相发展的喜人景象。

一个人、一双脚，穿梭于村道村屋
之间；一支笔、一个本，记录下村情民
意……在怀宁县平山镇大洼社区，有
这样一群人，他们每天走家串户，碰到
小问题或突发事件，迅速做出回应；面
对棘手问题，他们第一时间联系相关
部门予以解决，群众亲切地称呼他们
为“网格长”。

听民声解民忧，如何及时解决乡
亲们提出的问题？大洼社区给出的答
案是：用网格化管理穿起基层治理千
条线。大洼社区以9个党小组为片区，
将整个社区划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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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大洼社区司山村民组，环村
道路干净平坦，水泥路通到每家每户，
路灯、景观灯焕然一新，网格内还专门
聘请环卫保洁人员，做到垃圾日产日
清。村民们告诉记者，“现在我们的村

子处处是美景，人人好光景，再也看不
到脏乱差现象了。”社区党支部书记范
红霞清楚地知道，工作干的好不好、合
不合格，得由群众说了算。司山组网
格每年都由“网格长”出面召集全体村
民大会，对上一年的工作进行评议，再
集体谋划当年需要办的事项，经全体
村民反复讨论后进行举手表决，需要
绝大多数与会村民同意才能通过。“近
年来，我们按照‘自己的事自己办、大
家的事商量办’的原则，充分发挥‘网
格长’和‘网格员’的作用，带头筹集网
格建设资金，推动修路架桥等公共事
业建设。”范红霞说。

“这次老张家儿子结婚没上酒店，
就在村食堂办得也不错，邻里乡亲们
都到场了，既热闹又省钱。”前不久，怀
宁县平山镇岗山村一场特殊的婚宴被
乡亲们交口称赞。

起初村里一直号召移风易俗，但
效果不明显，没成风尚，大家都怕失了
排场、丢了面子。“我是党员，我带头。”
正好赶上儿子结婚，张军一家人商量
后决定，不到酒店办婚宴，就在村民组
食堂办，不请厨师，邀请左邻右舍来帮
忙，也没花大价钱请婚庆，而是由长辈
证婚，当天的婚礼热闹、温馨又有意

义，赢得了乡亲们的一致好评。
彩礼少了、婚宴简了、人情负担也

轻了……像张军家一样，如今在平山
镇，喜事简办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移
风易俗的文明新风拂面而来。范祠村
岭上组村民范立新儿子办喜宴，他提
前向村里报备并签订承诺书：做到每
桌饭菜不超过400元，酒水每桌不超过
2 瓶，香烟每桌 2 包，每桌至少坐 10
人。花车村则创新增设红黑榜，积极
发挥红白理事会、评议会、监督会成员
作用，大力推进“执行移风易俗，弘扬
文明新风”实践行动，现在村里办宴席

“七菜一汤四百元”已经成为“标配”。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没有村规民约前，
村民这样操办，肯定有人说闲话，如今
成为新时尚，大家都争相学习。

“本人对镇村两级处理意见表示
接受。”

“感谢、很满意。”
…………
来事有怨气、走时留满意。在怀

宁县平山镇综治中心，柜台上有一本
略显破旧的《群众来访事项登记簿》十
分醒目，翻开内页，有来访日期、姓名、
来访反映事项及主要诉求、处理意见
记录……满满当当记录的都是群众来

访的事项和反馈。
“真的很感谢镇政府关心，我提出

的诉求，你们办理的我很满意。”登记
簿里，有这样一行字吸引了记者的注
意，了解后才知道，这是来访群众程
红忠在平山镇综治中心《群众来访事
项登记簿》写下的一段话。今年，平
山镇高泽村向阳组村民程红忠来到镇
综治办反映三个问题：皖河综合治理
工程永久性征地0.35亩征收款没有收
到、自来水管道重新铺设工程误挖到
居民家围墙、皖河综合治理堤防加固
工程临时占用居民用地。平山镇政法
委员操礼斌接访后，第一时间了解情
况，并提出处理意见：永久性征地
0.35 亩暂按照 3.8 万元一亩支付，数
字有异议多退少补；重新铺设管道工
程误挖到围墙经双方协商免两年水
费；占用的用地每亩按 1000 元补
偿。对操礼斌提出的办理意见，程红
忠连称满意。

“平山镇始终把依法处理好群众信
访问题作为民生工作、稳定工作和作风
建设工作的重要载体来抓实抓好。今
年以来，平山镇共接待群众来访23次，
办结23次，群众满意率达100%。

通讯员 檀志扬

“网格长”办实事“新风尚”办好事“登记簿”办成事

平安和谐幸福来

本报讯 8 月 30 日，在怀宁县
凉亭乡青山村半田组红薯基地，十
多名村民正在除草控旺。“这一片有
120亩，全村总共种了约300亩，是今
年村里实施的‘书记项目’，9月初就
可以收获了，亩产大约2000公斤左
右，产值50多万元，同时带动本村
80余名村民务工增收。”青山村党支
部书记刘发根介绍说。

今年以来，凉亭乡打造了一批
有质量、过得硬、叫得响、可推广的
37个“书记项目”“书记领办事项”。
截至8月底，“书记项目”完成8个、

“书记领办事项”完成13个。“书记项
目”的实施，让该乡在乡村振兴的道
路上实现了“加速跑”，写出了“强乡
兴村富民”的大文章。

凉亭乡探索出适宜本乡、本村
经济发展且示范性强的特色产业，
分别由乡、村“一把手”负责实
施，在全乡上下形成聚焦“头等大
事”、勇扛“第一难题”、发挥“第

一优势”，解决实际问题的浓厚氛
围。凉亭乡注册成立石磨山供销合
作社有限公司乡村振兴公司，成立
紫薯种植专业合作社，乡党委牵头
抓总，村级抱团发展，打造一产+三
产融合发展的紫薯产业链，带动全
乡探索种植，走好强村富民新路
径。同时，凉亭乡充分调动群众参
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扎实推
动“提升人居环境，共建美丽乡
村”党委书记项目建成落实。

为把每个“书记项目”打造成精
品，凉亭乡将“书记项目”纳入基层
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工作述职评议内
容，从严从实进行监督考核，并注重
考核结果运用和激励，推动“书记项
目”不断提档升级。同时注重充分
放大各基层党组织党建“书记项目”
示范效应，推动相互学习，比学赶
超，不断提升抓农村党建的工作能
力和工作成效。

（通讯员 檀志扬 汪雯君）

怀宁：“书记项目”
写出“强乡兴村富民”大文章

本报讯 宿松县柳坪乡邱山
村，生长着一种极其稀有的野菜，村
民们叫它“雨花菜”。

8月 22日，年逾八旬的村民吴
菊英正在采摘树上的白花和嫩叶。

“孙子孙女特别喜欢吃。”吴菊英说，
可素炒、炖肉、做汤，吃起来口感绵
柔，和梅干菜有点像，但是更清爽，
带有野菜特有的清香。

“千里大别山，唯独这里最为集
中，其他也只少数地方有零星生
长。”说起雨花菜，邱山村党总支书
记吴合林一脸骄傲，他说，也许是大
自然偏爱这一方山水与气候，才会
让这“山珍”在此落户。

自2004年以来，邱山村先后培育
雨花菜种苗近10万株，分栽到400多
户农户的承包地里，并重点扶持一些
雨花菜种植户，带动村民脱贫致富。

雨花菜在市场上能卖到 100元

一斤，村民吴春华承包了300余亩荒
山种植雨花菜，他的雨花菜基地，今
年纯收入有六七十万元。

野菜变“山珍”，稀有变“富
有”。为了充分利用特有资源，邱
山村在乡党委、政府的支持下，通
过“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发展
模式，积极引导农户大面积种植雨
花菜。目前邱山村雨花菜种植面积
已超过500亩，年产值约50万元，
可带动村民增收20多万元，雨花菜
已成为当地村民实现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的稀有“山珍”。此外，因
当地独有的美食“雨花菜”，邱山
村还被评为安徽省乡村旅游“特色
美食村”。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开发种植
更多特色山货，提升农产品差异性，让

‘生态饭’越吃越香。”吴合林说。
（全媒体记者 付玉）

宿松：
野菜变“山珍” 稀有变“富有”

本报讯 近年来，桐城市扎实
开展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着力
满足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需求，
起到了“康复一人、救助一家、影响
一片”的效果。

桐城市残联联合 6 部门制定
《2023年桐城市困难残疾人康复工
程实施方案》，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面和救助标准稳固提高。从 2022
年开始，该市将0—16周岁年龄段
的“四类”残疾儿童救助标准从每
人每年 15000 元提高到每人每年
16000元，实现有康复需求的残疾
儿童“应救尽救”，切实减轻残疾
儿童的家庭负担。

为让辖区残疾儿童就近享受到
高水平的康复服务，桐城市总投资

近 2000 万元的残疾人康复中心于
2022年 9月揭牌启用，实现了儿童
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优质高效的康
复训练。截至目前，该中心承担全
市148名特殊儿童的康复训练工作。

今年以来，桐城市残联还利用
“爱耳日”“孤独症日”“爱眼日”
“全国助残日”等节日契机，组织
开展系列政策宣传、走访慰问及
义诊咨询活动，广泛宣传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工作的内容、意义及
有关康复科普知识，使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工作能够家喻户晓，营
造全社会扶残助残、助力残疾儿
童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通讯员 吴彭飞 全媒体记
者 许娟）

桐城：
康复救助为残疾儿童点亮未来之光

剥板栗、制作火烘肉、管理茶
园……近日，桐城市黄甲镇村民余
金芳将日常劳作拍成短视频发布到
段视频平台后，收获了许多问询和
新订单。“多亏参加了今年的高素质
女农民培训班，让我学会了用短视
频来销售自家的火烘鱼、火烘肉、
茶业等农产品，现在我的账号有 1.5
万粉丝，销售量也比以前提高了很
多。”余金芳说。

余金芳所说的高素质女农民培训
班是今年桐城市围绕全面支撑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培养高素
质女农民电商人才而开设的培训班。
通过调查摸底，该市遴选出50名农村

高素质女农民作为参训学员，包括乡
村农业种养能手、农业产业带头人、
家庭农场主和返乡创客等，涵盖农村
一、二、三产业。

根据前期调查摸底掌握的第一手
资料，结合女农民对于“发展电商
销售农产品、推介民俗文化促进乡
村旅游”等方面的迫切愿望，桐城
市将“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电商+农
产品营销、抖音账号设置及直播技
巧、脚本制作及人设打造”等作为
培训内容，点“菜”下单。课程既
有综合素养知识传授，也有电商技
能训练，还有现场观摩、新媒体应
用能力拓展实操，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提
高女农民的创业竞争能力。

得知要开设高素质女农民培训
班，在家制作、销售农特产品的余
金芳立马报了名，“我一直想通过短
视频平台来销售农产品，但不会操
作，每次拍摄的作品效果很差，正
好去学学。”余金芳在学习了理论知
识后，还和学员们一起走进张徽英
食品厂、桐城老酒、诚友蛋品等民
企，参观预制菜、本地纯粮酿造的
粮食酒和咸鸭蛋生产和加工流程，
聆听企业的创新创业故事，实地感
受和学习电子化、信息化时代张徽
英直播销售农产品预制菜、桐城老

酒新媒体等营销策略。“我对直播很
感兴趣，每次总会提前到实训现
场，向讲师提问，他总是耐心地给
我解答。”7 月上课以来，余金芳已
学会了拍摄、剪辑、电商直播等，
接下来她还将和学员们一起前往外
地参观学习。

在培训结束后，负责组织培训
的安徽青铜众创公司还将为每一位
学员提供跟踪指导服务。通过点对
点指导、一对一服务，让每位学员
都能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开拓出一片
新天地，达到“学一技、扶一批、
带一方”的效果。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疏泽民

培育巾帼“领头雁”引领现代农业发展

8 月 30 日，孩童在宿松县龙山街
道新耕村旅游打卡点“星星小院”内
玩耍。

今年以来，龙山街道积极引导
群众利用菜园或者闲置的空地发展
农村庭院经济，把“方寸地”变成
促农增收的“聚宝盆”。在发展“浪
漫乡村旅游”的同时，又带动了 20
余户农民致富增收。

通讯员 陈媛媛 摄

“庭院经济”

助增收

本报讯 8月31日，在宿松县北浴
乡滑石村石裂寨景点，一条全新的玻
璃栈道吸引了众多村民和游客的目光，
人们纷纷前来体验、拍照，欢声笑语不
绝于耳。大山中往日这名不见经传的
石裂寨，如今已经成为“网红打卡地”。

“玻璃栈道建在滑石村石裂寨景
点内，站在玻璃栈道观景平台上，往
东看，江淮大地钟灵毓秀，往西看，
荆楚大地沃野千里。”驻村第一书记
方中政介绍。

这条玻璃栈道是滑石村乡村旅游
产业项目之一，今年5月开工，8月底
完工。走在玻璃栈道上，可以俯瞰村
集体生态茶园，一排排茶树铺满整个

山头，苍翠欲滴，满眼是醉人的茶乡茶
韵。田园里、山腰间一畦畦如玉带的
茶树，随地势高低起伏，曲折灵动；茶
园小道与茶树交相呼应，层层叠叠，线
条优美，犹如印在大地上的“指纹”，满
目景色宛若仙境，令人心旷神怡。

石裂寨景点自古便有“一寨览皖
鄂，两尖护孤峰”之美誉。近年来，
滑石村累计完成投资180万元，建成
游览步道2000米、观光亭1座、T形
玻璃观景点1处、亮化景观5组、砖
砌步道105米、A级旅游公厕以及其
他文旅相关配套服务设施。

“真没想到我们村能发生这么大
的变化。”谈到村里现在的变化，滑

石村老党员操中厚更是竖起了大拇
指，高兴地说道，“滑石村通过环境
综合整治等，不仅改善了我们的居住
环境，村容村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过去贫穷、脏乱的小山村现在
成了富裕、干净的美丽村庄，真的很
幸福呢。”

如今，滑石村已成功获批安徽省
市级休闲旅游示范点和安徽省首批乡
村振兴示范村，“以绿色产业发展带动
休闲旅游，以休闲旅游助推产业发展”
的发展理念得到了实践，滑石村茶园休
闲观光、石裂寨生态自然观光深受游客
喜爱，带动了当地村民就业增收。目
前，滑石村累计接待游客3万多人次，

农副产品销售80余万元，民宿、农家乐
等服务收入达5万元，带动50余户村民
就业增收，年人均增收5000元。

“好风景更能带来好‘钱景’。近
年来，我们不断挖掘、培育特色旅游
产业，先后开发了茶园休闲观光、石
裂寨观光、‘天池’——长春庵水库
休闲垂钓、三面尖登山和法官庙、龙
潭河瀑布赏景等旅游景点，建设了餐
饮、住宿等配套服务设施，满足了游
客观山水美景、看田园风光、赏乡村
之美、享民俗民风、品地道美食的需
求。”滑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汪爱学表示。
（通讯员 苏泉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玻璃栈道助小山村文旅再升级

本报讯 8 月 29 日，岳西县首
次渔业资源生态补偿金增殖放流活
动在古井园自然保护区境内巍岭乡
水域举行。

本次放流活动按照“谁损害、
谁修复”原则，采用增殖放流替
代修复方式，由三起非法捕捞案
件当事人缴纳渔业资源生态补偿
金，委托县农业农村局购买鱼
苗，通过增殖放流的方式履行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放流品种
是适宜本地生存的光唇鱼，数量

12000余尾，价值8178.89元。
本次增殖放流活动，是维护渔

业生态环境的一次成果体现，有助
于增加河流鱼群数量，丰富河流鱼
类资源，对净化水质和修复水域生
态环境起到重要作用，岳西县人民
检察院秉承“恢复性司法”理念，积
极参与增殖放流活动，同时借此契
机开展相关法治宣传，增强群众法
治意识和生态保护意识。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
员 胡斯琪）

岳西：
增殖放流共护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