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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乡村道路平整通畅、农家小院干
净整洁、产业园区热火朝天……眼
下，行走在桐城市广袤的农村大地，
处处呈现和美乡村的新图景。

近年来，桐城市依托得天独厚的
自然资源优势，将绿色生态转化为发
展动能，一首新时代的乡村蝶变曲在
绿水青山间奏响。

宜居

美丽乡村入画来

走进唐湾镇蒋潭村，一排排住宅
整齐划一，前庭后院干净整洁，过
去背街侧巷柴草堆、土堆随意堆
积，草棚、养殖窝棚乱搭乱建的现
象已不见踪影。

“路宽了也平了，还有路灯，家家
户户的围墙都修得相当整齐！”村民章
强喜出望外。

在有效推动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
建设中，唐湾镇蒋潭村选取人居环境
较差的朱湾中心村庄为突破口，拆除
危旧房屋20间，清运垃圾40吨，疏通
河道 600 米，打通人居环境“痛堵
点”，营造了宜居宜游新环境。2023
年10月，蒋潭村入围安徽首批和美乡
村精品示范村。

随着村里生活环境的变化，村民
们不仅过上舒心的日子，对基础设施
建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桐城市在深
入实施“水、电、路、网”等基础设
施建设及升级改造上也下足绣花功。

“以前一到用水高峰期，水流就时
大时小。现在轻轻一拧，水流就哗啦
啦地下来了。”桐城市山区村民刘先志
感叹道。

为打通供水最后一公里，解决山
区群众水小则涸、水大则浑等用水问
题，桐城市加快推进农村供水工程补
短板建设。2023年共改造提升山区小
型供水工程 8 处，实施管网延伸工

程，解决了509户、1500余人的自来
水入户问题。目前，全市农村自来水
普及率达96%，完成114处农村饮水工
程维修养护任务，覆盖供水人口约
15.78万人。

2023 年以来，桐城市学好用好
“千万工程”经验做法，建立多渠道筹
措、多方面参与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投入机制。先后投入2300万元，对该
市重点路段10个村、334个村民组开
展高标准创建示范。同时发动群众参
与人居环境整治16万人次，清理农村
生活垃圾3.6万吨、乱搭乱建1853户、
无功能建筑2.96万平方米。

此外，桐城市还大力完善农村相
关配套设施，持续推进“四好农村
路”建设。2023年，该市成功申报省
级中心村 17 个、美丽宜居村庄 2 个，
不断擦亮村容村貌靓丽“底色”。

兴业

解锁共富新路径

大关的鸭蛋、黄甲的木耳、龙眠
的茶叶籽油……在年初举行的首届
安徽供销年货大集上，桐城市的土
特产代表集体亮相。

乡村美了是“面子”上的突破，
百姓富了则是“根子”上的实惠。

2月底，桐城市范岗镇杨安村现
代智慧农业产业园的包装车间内，番
茄挂满枝头。“我们的番茄色泽鲜红靓
丽、营养价值高，市场供不应求。”杨
安村党总支书记黄加云说。

桐城现代智慧农业产业园项目是
目前安徽省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
智慧玻璃温室，主要生产绿色无公害
番茄。自2020年 10月正式投产以来，
该项目年产番茄近 2000 吨，产值约
3000万元。

近年来，桐城因地制宜发展绿色
高效农业，打造现代化“智慧田园”，

让和美乡村宜居更宜业。依托于资源
禀赋及发展基础，桐城市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集聚产业要素，加大资金投
入，高标准兴建设施大棚，大面积扩
建露天基地，助推特色农产品实现区
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
售、全链条发展。

黄甲镇的菌棒产业是一个典型的
缩影。2月28日，黄甲镇石窑村食用
菌产业园大棚内，几十名工人正在收
集菌棒。该食用菌产业园占地 120
亩，投资近2600万元，依托高清监控
和传感器技术，可自动检测并调节大
棚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数
据，四季都能种植食用菌。预计每年
实现食用菌产量250吨，销售收入超
过2200万元，带动80人稳定就业。

产业是基础，富民是核心。桐城
市把特色产业培育放在乡村建设的重
要位置，做大做强绿色产业。2023
年，桐城市新认证绿色食品4个、有
机食品11个、“皖美农品”2个。围绕
富锌产业建成中国锌谷-桐城富锌农产
品展馆，成功举办首届富锌产业发展
论坛暨桐城锌米白皮书发布会，绿色
产业品牌效应显著提高。

桐城现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09 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 3 家、
省级龙头企业 20 家、市级龙头企业
79 家，绿水青山逐步成为群众的

“幸福靠山”。

人和

激活治理动力源

新春伊始，黄甲镇水岭村正在召
开一场“村民说事会”，研究的主题是

两家新建宅基地纠纷。
该镇从 2018 年开始，探索搭建

“村民说事”平台，现已成为解决村民
诉求、消除各类矛盾的重要载体。
2023年，黄甲镇共召开村民说事会94
场，化解矛盾纠纷20余件，为群众解
决困难68件，黄甲镇信访积案化解率
达98%。

近年来，桐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深入践行新时代“六尺巷
工作法”，成功将99%的矛盾纠纷化解
在基层，让乡村善治在桐城成为现实。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文
明乡风，移风易俗是关键。

作为安徽省历史文化名镇，孔城
镇坚持将乡风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
会发展全过程。2023 年，该镇中心
社区采取社区出资、文艺积极分子
筹资等方式，组建社区花轿迎亲
队。队伍由社区传统文化热爱者组
成，共同遵守着“不向新人家庭收
费”的规定，传统文化得到传承，
村风民风不断改善。

近年来，桐城市坚持把推进移风
易俗建设文明乡风作为培育乡村振兴
的有力抓手，着力破旧俗、树新风、
惠民生，涵养文明乡风、淳朴民风、
良好家风，不断取得新成效。

截至2023年底，桐城市共涌现出
安庆好人253名，安徽好人27名，中
国好人10名；安庆市道德模范（含提
名奖） 18人，安徽省道德模范（含提
名奖） 6 人；安徽省文明家庭 1 户、
安庆市文明家庭 5 户，新时代的新
文明、新风尚更加浓厚，为乡村振
兴不断注入源源活力。

通讯员 杜瑞

宜居兴业生活美

桐城奏响新时代的乡村蝶变曲

本报讯 2月 28日上午，虽然因
年后天气原因，以工代赈项目——
望江县赛口镇万全村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尚未开工，但参与该项目的村民
檀杰却没闲下来，他一户一户走进村
民家中，向村民介绍施工安全相关知
识，并通知午饭后召开年后第一场村
民板凳会。

13时左右，在万全村一户村民家
院中，20位村民搬来板凳，和村“两
委”工作人员坐成一圈，这次板凳会
的主题是通报以工代赈项目进展情
况，并鼓励村民年后继续积极参加项
目建设，参与板凳会的村民也以参加
以工代赈项目建设的村民为主。

万全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
2023年第四批中央预算内投资望江县
的以工代赈项目，总投资 1005.25 万
元，其中中央预算内资金 820 万元，
于去年8月份开工，主要建设内容为
灌溉工程、河道清淤、岸坡护砌、生
产机耕路和安全防护工程，项目采取
村民自建方式建设，目前已完成75%。

万全村的板凳会已成为村“两
委”在与村民共商共计中凝聚共识、
汇聚众力、共谋发展路子的一种方
式。在以工代赈项目推进过程中，
板凳会也成为至关重要的程序，在
质量监督、施工安全、招工动员等
方面都发挥了作用。

“这个项目是我们村的大事，工程
质量一定要高，年后大家一齐努力，
共同迈向更美好的生活。”板凳会上，
村民陈义银说。为保障项目顺利推
进，在去年的一场板凳会上，村民们
讨论出成立项目监督协调理事会，邀
请村里德高望重“五老人员”参与其
中，作为项目监督协调员，负责监督
工程质量，调解施工中的矛盾纠纷。

“在保证质量、保证进度的同时，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该项目临时党
支部成员檀杰在板凳会上继续介绍着
施工安全。去年，该项目组建临时党
支部，目前已有15名党员加入，组建
了3支党员突击队，在项目建设过程
中驻守工地，盯着项目看，围着项目
转。“大家一起发挥好党员带动作用，
继续为项目推进保驾护航。”今年80
岁的老党员王少华也加入了党员突击

队，他在板凳会上带头表态。
“项目每天用工50人左右，希望

大家继续积极参与。”板凳会的最后，
万全村党总支书记曹满云为项目建设
动员着，村民们纷纷响应。“项目离家
近，不仅能赚钱，还有技能培训，也
是为家乡做建设，是个大好事！”村民
陈庆发笑着说，参与项目建设后，他
不仅学会新技术，一个月还增收近
4000元。

“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通过板凳
会等形式，主动联系当地群众尤其是
低收入群体，介绍以工代赈项目的好
处和意义，鼓励村民参与项目务工，
并针对就业困难群众量身定制岗位。”
据曹满云介绍，项目目前共带动 150
余位村民就近就业，完工后，预计发
放劳务报酬280余万元。
（全媒体记者 管炜 通讯员 嵇奕华）

村民板凳会与以工代赈“同频共振”
擦出乡村振兴新火花

本报讯 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
获悉，今年安庆建立专利侵权纠纷
行政裁决案件办理联络员制度。经
各县 （市、区） 市场监管局遴选推
荐，近日，由11名执法人员组成的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办理联
络员已到岗到位。

建立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
件办理联络员制度，将进一步提升县
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专利侵权纠纷
行政裁决能力，形成专利侵权纠纷行
政裁决办案人员“传帮带”的良好格
局，打造一支专业化、高水平的专利

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办案队伍。
为确保联络员制度落地见效，

市市场监管局下发了《关于建立安
庆市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办
理联络员制度的通知》，要求各县
（市、区）明确专人负责专利侵权纠
纷行政裁决案件办理有关工作。该
通知同时对联络员市场监管行政执
法资格，以及联络员岗位职责，参
加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业务
培训和学习活动等，提出明确要求。

（全媒体记者 徐侃 通讯员
方世平）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
办理联络员制度建立
11名执法人员上岗

本报讯 3月8日至10日，安庆
市《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测试达标
赛在市体育中心举行。

本次赛事由市教育体育局主办，
各县、市（区）12支代表队共100余名
选手参加了比赛，各选手根据年龄被
划分为青年组（18-24 岁）、壮年 1 组
（25-44岁）和壮年2组（45-59岁）进
行测验。本次赛事项目设置为市民
日常常见的锻炼项目，包括30秒跳
绳、俯卧撑、1000 米跑、3000 米快走
等。通过这些项目测试，让参赛选手
从力量、速度、耐力、灵敏、柔韧五个
方面更直观地了解自身的身体素质，
为科学健身提供依据和参考。经过

角逐，桐城市、怀宁县、太湖县代表队
分别获得团体前三名。

据了解，《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
标赛是以检验群众体育锻炼效果、评
价身体素质和运动机能为目的，以测
试达标为手段的评价体系，也是推广
和普及全民健身计划中的重要一
环。近年来，安庆市始终把提高全民
健康水平作为重要民生大事，全民健
身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人民群众
科学健身的积极性持续高涨，丰富多
彩的群众体育活动有序开展，全市体
育事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全媒体记者 程呈 通讯员
吴静雪）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测试达标赛举行

本报讯 惊蛰节气后，太阳常
驻安庆上空，气温也节节攀升。本
月15日之前，晴好天气将持续“推
送”，阳光无限量“供应”，将光辉
洒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据安庆市气象台监测数据显
示，上周末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
达16℃，局部如桐城乔庄等地气温
突破20℃。本周前期天气表现依旧
突出，周二前后不少地区最高气温
将升至“2字头”附近。走在街头，
桃花已然笑春风，大家多出门走
走，莫辜负了好春光。

昨日市气象台发布本旬天气预
报，预计3月15日至16日全市有一次
小雨天气过程，其他时段以多云和晴
天为主。旬降水量1至10毫米，较常
年偏少八九成。旬初有一股弱冷空

气影响我市，预计3月13日全市平均
气温将下降2～4℃，3月14日起气温
再次回升。本旬平均气温13～15℃，
较常年偏高3℃左右。旬极端最低气
温为山区 3～5℃，其他地区 8℃左
右。天气如此温暖，安庆有可能在这
波升温中入春。

正值冬春转换之际，昼夜温差大，
大家可采取“洋葱式”穿衣法，根据气
温变化随时调整衣物。另外春天的呼
吸道疾病、过敏性鼻炎等常见病即将
进入高发期，老人儿童等特殊人群需
提前做好防范工作，注意营养均衡，适
度锻炼，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

今明两天具体天气情况：今日，
多云转晴，9～18℃；明日，晴到多
云，8～18℃。

（全媒体记者 程呈）

气温节节攀升

3月15日前继续“晒太阳”

本报讯 记者从市邮政管理局
获悉，1月份，安庆邮政行业寄递业
务量完成 4904.83 万件，同比增长
85.6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
4398.06万件，同比增长102.93%。

1 月份，快递同城业务量完成
270.63万件，同比增长48.41%；异地
业务量完成4127.10万件，同比增长
107.95%；国际及港澳台业务量完成
0.33万件，同比增长24.80%。

1月份，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

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 完
成 3.09 亿元，同比增长 15.02%。其
中，快递业务收入完成1.74亿元，同
比增长63.60%。

1月份，同城、异地、国际/港澳
台快递业务量分别占全部快递业务
量的 6.15%、93.84%和 0.01%；业务
收入分别占全部快递收入的6.16%、
71.48%和0.19%（其他22.16%）。

（全媒体记者 徐志远 通讯
员 马丹丹）

1月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
同比增长85.61%

3月6日，怀宁县腊树镇龙山村联
合组的“三人小组”成员与群众面对
面谈心，化解矛盾纠纷。

该镇在234个村民组成立“三人小
组”队伍，“三人小组”成员常态化开
展矛盾纠纷摸排化解工作，聚焦邻里纠
纷、家庭矛盾等重点方面，充分发挥自
身的人缘、血缘、地缘等优势，真心真
情、将心比心地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
做到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化解
在末梢、解决在基层。

通讯员 檀志扬 江文瀚 摄

“三人小组”忙

千家万户安

3月9日，南来北往的列车驶过宜秀区大龙山境内的油菜花地，构成一幅开
往春天的画卷。早春时节，安庆各地的油菜花竞相绽放，连绵数里，满地金黄。

全媒体记者 储永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