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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7日下午6时许，望
江县高士镇箭坝村三合屋村民广场，天
已经完全黑了，不过“好戏”才刚刚开
始。随着音乐的响起，人们开始汇聚到
一起，一部分站到中央，随着音乐舞蹈；
一部分分散四周，或单纯做个观众，或
是在一旁的运动器材上挥洒汗水……

“美丽乡村建设好啊！尤其是这个
广场建得好！”三合屋村民理事会的檀
朝龙感慨道，如今池塘清可见底、房屋
错落有致、道路干净整洁的村庄，并不
是从来如此。“以前，这边的环境不怎么
好，就不说是脏乱差吧，反正之前农村
普遍存在的垃圾乱堆、污水乱排、杂物
乱堆……这些共性问题都有，我们老百
姓平时也不像现在这样注意环境。”

“为了我们这一块的人居环境整
治，檀饰林书记可没少跑路。自从他来

帮扶箭坝村后，帮助三合屋申请为县级
美丽乡村整治点。现在基础设施更新
了，人们的卫生习惯也渐渐地养成了。
我们的生活也更加舒适。”檀朝龙说。

檀朝龙所说的“檀饰林书记”，是来
自从望江农商行到箭坝村帮扶的驻村
第一书记。

自从 2016 年到箭坝村帮扶，为了
切实发挥帮扶单位的积极作用，檀饰林
以“扛牢责任强担当、全力以赴抓项目、
齐心协力育产业、多方联动促振兴”为
原则，扑下身子、沉下心来做实事、解难
题。“在中心村建设、当家塘治理、道路
黑化亮化、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望江
农商行共投入帮扶资金80余万元。”檀
饰林介绍说。

不只是硬件设施，檀饰林还将目光
放在基层治理“软实力”提升上。

2022年初，为了进一步做好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檀饰林将更多的关
注点放在女性身上。

“在农村，男性大多外出打工，女性
在家中留守。人居环境整治上，女性群
体能发挥巨大的作用。”檀饰林说，在跟
箭坝村“两委”、党员、人大代表等多方
商讨论证后，箭坝村西圩巾帼工作队于
2022年4月正式授牌成立。工作队创
建初期以箭坝村建设最美庭院、最美婆
婆、最美儿媳为抓手，践行志愿服务精
神，发挥“女人能顶半边天”的重要作
用，全面督促改善农村家庭生活环境，
弘扬传统美德、树立文明乡风的牢固意
识，做到“人人文明、户户清洁、家家和
美”，共建共享生态宜居村庄。

“我们在做好自家卫生之外，还
经常督促邻里乡亲保持卫生的习

惯。为此我们还荣获了‘三八红旗集
体’。”箭坝村西圩巾帼工作队成员吴
建枝骄傲地说。“现在，西圩巾帼工作
队不仅是最美庭院、最美婆婆、最美儿
媳创建的先锋，而且是哪里需要到哪里
的螺丝钉！”

在家女性群体已经成为箭坝村基层
治理不可或缺的亮丽“风景线”，檀饰林
又“琢磨”起如何发挥在外乡贤的作用。

2023年4月，箭坝村第一届乡贤联
络大会召开，望江县首个村级乡贤联络
会成立。箭坝村乡贤+捐资助学、乡贤+
产业发展、乡贤+捐资助学、乡贤+基层
治理等“乡贤+”模式初步显现，乡贤在

“教育乡民、反哺桑梓、泽被乡里”等方
面发挥巨大作用，“乡贤不闲”被箭坝村
民口口称颂。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黄佩佩）

驻村下足“硬功夫” 帮扶提升“软实力”

本报讯 烘烤、包装、称重、打
包、入库……11月9日，望江县杨湾镇
杨湾村海平食品厂内，一个个身穿工
作服，戴着工作帽、口罩、手套的员工
正在熟练地加工各类糕点，整个车
间内一片繁忙景象。该食品厂位于
杨湾村扶贫车间内，10月16日正式
投入生产。食品厂从原来只有两三
人的家庭作坊，经过产业升级、设备
更新，现已成为标准化、数字化的
生产车间，有全自动生产线三条。

“村里有了这个食品加工厂，
我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有
活干，我一个月在这儿打工就能挣

到3000多元，日子是越过越红火
了。”从地道的农民变身“上班族”
的村民李玉花对现在的生活很满
意，她高兴地说，过去乡村的妇女
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很少，现在好
了，有了这个食品加工车间，能让
她上班顾家两不误。

目前，这家食品加工厂已带动
周边群众30余人就业，其中脱贫
户等困难群众25人，解决了群众
的就业难题，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
道。食品厂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每
年还能给村集体经济带来24万余
元的增收。 （通讯员 李思贤）

杨湾镇：

乡村车间变身致富“梦工厂”

本报讯 11月10日，走进望江县鸦
滩镇的油茶种植基地，只见圆滚的油
茶果沉甸甸地缀满枝头，一派丰收景象。

在鸦滩镇望马楼村的油茶种植基
地，二十多名工人正在“抢收”油茶果。

“现在是油茶采摘的关键期，如果不及时
采摘，就会导致油茶果崩裂掉到地上，
造成损失。”基地负责人帅艳平介绍说。

“前段时间刚收割完稻子，家里农
活相对少一些，到这里采收油茶果能有
100元一天，能增加点家庭收入。”采茶
工帅小妹一边将摘下的油茶果放入桶
中一边说道。

鸦滩镇望马楼村位于鸦滩镇东北
方向，属典型的丘陵地带，村内小山坡
较多，村民多以传统的稻、油、棉种植为
主，“油茶要三年才能挂果，又是第一次
种植，加上受传统农业种植模式的影
响，刚开始，老百姓对种植油茶持观望

甚至怀疑态度。”望马楼村党总支书记
陈松应介绍说，“2010年，村‘两委’带头
并发动党员、退休干部先期试种400多
亩，2013年挂果，平均亩产鲜果1000余
斤，亩均增收1700余元，比传统种植收
益翻了几番。”

2014年，望马楼村以点带面，逐步
在全村推广种植。通过“总支+合作社+
农户”发展模式，逐步把油茶产业做大
做强。在尝到种植油茶“甜头”后，许多
村民主动要求种植油茶。

“当年村里甚至外村都有许多村民
主动与村里对接，要求种植油茶，村‘两
委’又忙前忙后，无偿为村民代购油茶
苗，并免费提供整枝、浇水、施肥、除草等
关键种植技术。”望马楼村总支书记陈松
应说道，“为了让老百姓安心种植油茶，
村里给出了‘保护价收购’的承诺，这也
给村民种植吃了一颗‘定心丸’，老百姓

积极性更高了，推广起来也就更容易。”
2018年，望马楼村农民合作社被评为省
级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示范社；2021年
被评为安徽省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017年，为增加油茶果附加值，望马
楼村以党建为引领，投资200万元引进油
茶压榨设备，进行茶果深加工，通过线上
线下销售到全国各地，被评为2023年首
届望江县特色农产品。年收购并销售油
茶鲜果600多万斤。

“望马楼村油茶种植是鸦滩镇发展
‘一村一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
成功案例。现如今，全镇种植面积已超
过1万亩，油茶的盛果期在8年左右，可
为全镇群众带来2000万元左右收益，油
茶产业正逐渐成为鸦滩镇兴村富民的
支柱产业和农民增收致富的‘摇钱树’

‘金果果’。”鸦滩镇副镇长徐运良说道。
随着油茶种植技术的成熟和收入

的不断增加，如今的老百姓已不满足单
一的油茶种植模式，于是便有村民在油
茶地里套种棉花和油菜。“在油茶空隙
处种植棉花和油菜，能有效加大油茶树

‘休果’期管理，增加土壤肥力，还能增
加收益。”村民曹水根信心满满地说。

采用“棉茶套种”“茶油套种”是望江
县鸦滩镇增加农民收益的又一个“法
宝”。“为了让土地产生最大效益，前两
年，我们在油茶间隙套种棉花和油菜，目
前每亩能增加300元收益，群众非常满
意。”望马楼村党总支书记陈松应说道。

“下一步，鸦滩镇将持续做好‘茶文
章’，推广‘茶文化’，逐步形成油茶种植、
深加工、销售一条龙产业链，不断挖掘
油茶附加值，在食品和保健品领域添加

‘茶元素’，开发新产品，使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鸦滩镇分管农业副镇长徐运良
介绍说。 （通讯员 陈加旺 李祝凤）

鸦滩镇：

油茶果变身致富“金果果”

本报讯 近来，望江县吉水街
道着眼于细，发力于实，以“四聚
焦”全力提升全街道文明程度，全
面改善人居环境，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满
意度。

聚焦党建引领，网格治理，搭
建“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小区
党支部、党员中心户”四级网格组
织架构，细化5个社区34个网格、
派员定岗等工作，全覆盖配备县直
包保单位、街道、社区三级102名网
格长，构建起“多网融合、一网统
筹”的网格化管理新体系。聚焦环
境整治，重点对主次干道、背街小
巷、沿街商户出店经营、老旧居民

楼内杂物乱放、小广告乱贴、车辆
乱停乱放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全覆
盖、无死角全面整治，1到10月份共
出动县直包保单位志愿者300余
人次、社区公益性岗位 450 余人
次、各类机械120余台次，清理垃
圾、杂草280余吨，整治飞线充电
40余处，规整自行车、电动车乱停
乱放30余处。聚焦宣传引导，通
过入户走访、宣传车、LED显示屏、
张贴公益广告等多种方式，引导
和提醒广大居民群众从身边的小
事做起，推动“创文”工作走深走实，
先后累计出动志愿者450人次，入
户宣传2000余次，发放宣传单8000
余份。 （通讯员 袁鑫）

吉水街道：

“四聚焦”助推文明城市创建

11月10日，村民正在采收木耳。在望江县鸦滩镇香茗村黑木耳种植基
地，20万棒黑木耳迎来采摘高峰期。今年香茗村扩大规模，将基地面积从10
亩扩大到35亩，种植菌棒20万棒，预计基地干木耳产量4万斤以上，产值超
过140万元。同时带动本地村民务工就业，目前已发放工资30万元，为村民
增收提供了新途径。 通讯员 陈龙 金锋 摄

今年以来，望江县商务局紧紧围绕
“优化消费供给、外资外贸创新发展、电
商提质增效”目标，开展消费促进活动，抓
好企业培育，冲刺产业突破，精准发力全
力做好企业升规入统，确保在保质保量
完成既定各项目标任务的同时，力争为
明年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

消费持续上新

今年3月依托油菜花节，望江县在
活动主会场油菜花海中打造了5个精
品直播间、上线本地特色农产品和童装
共120款，活动期间，吸引了各地游客
近 1500人次，线上直播实现总曝光量
超563.3万，初步统计为19家本地企业
网销带货近35万元。

在随后的“五一”、端午节期间，该
县紧抓消费机遇，积极举办“望江首届
龙舟文化节乐享望江促消费活动”，组
织4件安徽老字号产品，2家家电企业
参加，鼓励餐饮企业围绕特色小吃、望

江土菜等开展营销活动，进一步拉动本
地消费、吸引外来消费。

8月1日—10月31日，该县开展“望
江县徽动消费—乐享望江消费券发送
活动”，共发3轮，滚动发放。消费券总
规模共270万元，其中文旅120万元、商
贸 150万元。商贸领域消费券共安排
15540 张券，文旅领域消费券共安排
12700张券。

在“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中助农
直播带货，该县组织邀请8家电商企业
现场直播，13家本地特色小吃，现场进
行“助农帮企”特色农产品及手工艺品
带货直播购物活动，积极宣传望江特色
美食，推动望江经济发展。

助力企业出海

望江县对有意向“走出去”的企
业进行深入调研，从企业的实际情况
出发，引导企业用好用足“走出去”扶持
政策。

该县利用广交会、华交会、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等各类展会平台，以“线
上+线下”新模式持续开拓国际市场。
目前组织了望江县南山刷业有限公司
参加华交会和宁波国际日用消费品展
览会。安徽博泰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参加土耳其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
服务展览会，安徽鼎立智能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参加泰国曼谷国际汽配零部件
及用品展览会和伊朗（德黑兰）国际汽
车配件及售后展览会。

该县还积极组织企业参加省市举
办的各类政策业务培训班，目前组织外
贸企业参加“单一窗口”培训、全省外
经贸企业专题培训、全省外向型经济
人才培训及国际市场开拓专题培训，
共为 20 余户企业开展了各项外经贸
最新政策培训。

电商动能强劲

今年 8 月，经申报推荐、专家评

审、现场认定、网上公示等程序，望江
县童装电商产业园被评为省级电商示
范园区和县域电商特色产业园，恒杰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被评为省级电商示
范企业。

园区及企业喜获省级荣誉，正是望
江县大力发展电商新型业态、不断完善
产业协同配套、积极优化畅通流通渠道
等一系列举措初显成效的体现。

今年以来，望江县新增电商经营主
体2611家，网销额超千万的企业达50
余家，举办电商专题培训会11场，培训
懂电商、会运营的综合型人才超 1000
人次，全县电商网销额60亿元。

同时，该县还打造了集现场直播
间、产品展示、直播培训于一体的直播
基地，加快推进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
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跨境产业园也已
正式开园，园区运营商及县域企业已入
驻园区开展工作。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周芳枝 孙泽弘

望江县全力做好企业升规入统

“助农帮企”促消费 培育电商“搭快车”

11月13日，望江县长岭镇银杏村
文化墙充分展示了文明美丽的新农村
面貌。银杏村在 2022 年度评为美丽
乡村省级中心村，该村处处都有“农
耕”“法治”“孝道”等一面面独具特色
的文化墙，是该镇运用乡风文明助推
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随着农村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长岭镇
通过色彩斑斓的“墙体文化”，引导村民
讲文明、树新风，在美化环境的同时美
化了心灵，弘扬了和谐乡风、良好家风、
淳朴民风，提高了乡村文明程度，成了

“美丽乡村”建设新名片。
通讯员 檀春红 摄

乡村新名片
多彩文化墙

本报讯 近来，望江县凉泉乡
大力推行“村民议事”制度，着力解
决乡域内邻里纠纷、宅基地纠纷、劳
资纠纷等领域的信访矛盾，构建社
会治理新格局。

该乡村级成立社会矛盾调处
中心，组级设立村民议事工作室，开
展民事民议、民事民评、司法确认，
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村民议事
制度运行以来，全乡建成村民议事

室4个，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余
件。村民议事，让村民充分行使评
议权利，让乡村“道德模范”“尊老爱
幼”“敬业奉献”“好婆婆”“好媳妇”

“最美农家”等先进典型实至名归，
激发了村民“讲文明、爱家乡、美家
园”的热情，营造了和谐发展、建设
美好家园的良好氛围。“大事不出
村、小事不出组、矛盾不上交”的良
好局面正在形成。（通讯员 徐伟）

凉泉乡：

“村民议事”成为社会治理新模式

本报讯 自9月份以来，望江
县太慈镇群星村坚持问题导向和目
标导向，发动全村党员群众积极参
与村庄“清洁”行动，在提升乡村“颜
值”上精准发力。

该村组织人工、挖掘机、农用
车配合作业，重点清理主干道杂草、
沟渠池塘漂浮物、村庄垃圾和乱堆
乱放物品。截至11月5日，全村参
与整治人员达1100多人（次），挖掘
机工作时间达400多小时，清理垃
圾13吨，清理主干道10000多米。
该村还经常组织开展屋场与屋场之
间、户与户之间、片干与片干之间

“互查互比互评”活动，10月30日的
系列评比活动，共评选出“最美屋
场”3个、“卫生清洁户”50户、“美丽
庭院”20户、“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成
绩突出”的片干2人，并兑现了相
应的奖励。与此同时，该村把农户
家庭的“四净两规范”和村庄内外
的干净整洁作为实施乡村振兴的
重要抓手，在常态化、规范化、制度
化综合治理上下功夫。村里安排
了公益性岗位人员22人、环卫工人
4人，常年深入村组整治“脏乱差”，
守护“洁绿美”。

（通讯员 陈学武）

太慈镇：

环境整治发力再添乡村“颜值”

◀“笑脸”墙
▶“农耕”墙

▲“孝道”墙
◀“法治”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