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业工坊”稳增收促就业

4月2日早上7时许，家住望江
县鸦滩镇望河村的陈琳和往常一
样，她将孩子送上校车后，便来到
了村里的“宜业工坊”——村民夏
泽民创办的家庭农场上班。

夏泽民是地地道道的望河村
人，在外拼搏了十几年的他于
2010 回乡种植葡萄，如今成为当
地种植生态葡萄的行家里手，他
栽种的都是品质优良的“夏黑”“巨
峰”和“甬优一号”无核葡萄。夏泽
民的家庭农场经营效益较好，每年
带 动 就 业 20 余 人 ，人 均 年 增 收
15000元。

4月3日早上7时许，家住望江
县雷阳街道鹤庄村的汤良枝和往常
一样，一大早便来到了家门口的

“宜业工坊”——鹤庄村农副产品

展销中心上班。“多亏了这份家门
口的工作，我每月平均工资有3500
元，还能照顾孩子，顾家、挣钱

‘两不误’。”汤良枝高兴地说。
鹤庄村农副产品展销中心于

2023 年 5 月被认定为“宜业工坊”
基地，是该村引进一家传媒公司
和一家家庭农场入驻，利用帮扶
项目资金建成的，目前拥有现代
化的标准包装车间、直播间、客服
部、后勤部，年销售收入3000多万
元，已吸纳周边群众就业 200 余
名，其中脱贫户30人，带动脱贫户
增收超 150万元。

连日来，随着气温渐渐升高，
望江县漳湖镇天泽水产养殖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陈加连越来越忙碌，他
每天和工人一起忙着投放虾苗。该
合作社是漳湖镇六合村以“产业赋
能+”模式申报建立的“宜业工
坊”示范点，每年能带动30余名

村民就业，还能为村里增加1.2万元
集体收入。

近年来，望江县推出“产业赋
能+”“就业载体+”等7种模式，支持
村级因地制宜采取自主经营、租赁
承包、联合开发等方式创建 79 家

“宜业工坊”，让农民实现“家门口、
进工坊、拿工资”，架起了“强村、富
民、助企”的新桥梁。

“资产盘活”强产业促发展

“当初建设这几个大棚是用于
发展养鸭产业，后来，因为环保问题
大棚被闲置，成为村里的一个‘包
袱’。”4月2日，在谈到村里4座高标
准大棚时，望江县太慈镇马山村党
总支书记任汝恒感慨道：“现在，通
过盘活闲置资产，这些大棚终于都
派上了用场。”

为了盘活闲置资产，马山村于
2022 年 6 月对闲置的大棚进行修
整、清理、消毒，引进 3000只土
鸡苗，并依托周边100亩苗木基地
发展“林下养鸡”项目。“现在，
我们村围绕大棚发展的产业进一步
拓展，仅养殖业就为村集体经济增
收60万元。”任汝恒说。

与马山村走自主经营之路不
同，望江县雷池镇杨长村则通过引
入资本盘活村级资产，利用村级
公益岗位人员将闲置两年多的原
瓜萎基地进行重组，推广“合作社+
农户”模式和联结机制，重新种植
瓜萎，目前长势良好，同时带动
周边 30 名群众就近就业。在望
江县总工会的帮扶下，杨长村还
以村级扶贫产业项目投资、村级
收取租金的方式，盘活利用原先
闲置的芦笋基地，如今产品销往
江 浙 沪 一 带 ，并 解 决 了 周 边 近
200 名劳动力就业。

望江县华阳镇大号村则通过引

入资本盘活闲置资产。在大号村紧
邻幸福河的地段有12座大棚，每个
占地1440平方米，曾经也是养鸭大
棚。为响应国家环保政策，该村将
该项目经营方向调整为水产养殖
类，2021年通过招商引进安庆市东
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承租大棚项
目，一期投入1100万元。“甲鱼养
殖项目盘活了村里的闲置资产，目
前年养殖甲鱼 120 余万斤，提高
了土地的产出效益，带动了村民
就业和农户发展产业，为村集体
经济增收 43 万元。”大号村党总
支书记周省非说。目前该公司还
进行了二期投资，在基地附近租
用 180 余亩土地建设稻鳖共生生
态养殖基地。

在盘活闲置资产方面，望江县
建立“日常督查、定期抽查、年终
考核”工作机制，将所有扶贫项目
资产一次性确权到位，全县共形成
衔接资金21.09亿元。截至2023年
底，该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3.5亿元，建成 1000万元以上乡村
振兴产业综合体11个，资金用于产
业发展占比88.24%，撬动社会资金
9.21亿元。全县经营性资产共计收
益7151万元，分配给脱贫户4291万
元，量化到村2860万元。

“清洁行动”增颜值促和美

春和景明气象新。连日来，记
者在望江县看到：在雷池镇雷池
村，一支由 30 多人组成的清洁工
作队，每天不定时对村庄道路、村
民活动广场、景观带和杨溪河沿线
进行清扫保洁；傍晚，在凉泉乡湖

滨村，村民们欢聚在乡村大舞台，跳
起广场舞、唱起黄梅戏；夜晚，在华
阳镇大街小巷，更换一新的路灯将
道路两边的树木映照得流光溢彩、
美不胜收……

“家乡的‘颜值’越来越高
了，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村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华阳镇司阁村村民徐建明对家乡
的变化赞不绝口。

去年以来，望江县成立由县委
书记、县长任组长，分管副书记、副
县长任常务副组长的“清洁行动”
工作领导小组，安排35名县干联系
包保 135 个村（社区），将“清洁望
江”行动纳入乡村振兴实绩考核，
组建了3个专项督查组，实行“月督
季考”。该县还投入400万元，设立

“清洁乡镇（街道）”“清洁村（社区）”
等工作经费补助类项，根据排名对
镇村进行补助和惩处。

为发挥干部带头、群众参与作
用，该县建立县、乡、村三级联动
工作格局，推动县直单位及乡镇
（街道）工作力量整体下沉，125个县
直单位包保帮扶 135个村（社区），
5385名党员干部结对包保32670户
农户。通过“门前三包”、村规民约
等制度明确村民主体责任，按照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健全村
级公益事业建设机制，发动群众筹
资筹劳 3000 万元，召开“屋场会”
9600 多场次，自发参与“清洁望
江”行动达141000多人次，评定“清
洁户”6700 户。望江县先后荣获
省级卫生县城、省级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县，近日，该县入选第六届安
徽省文明城市名单。

内外兼修 绘就乡村“春景图”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徐竹梅 陈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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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春时节，春意盎然。在望江县现

代农业产业园区内，连片的油菜花次第

开放，吸引了众多游人前来观赏，田野上

空不时飞过三五成群的鹭鸟，或在田间

觅食，或在浅水处栖息，为春日的乡村增

添了无限活力。

近年来，望江县聚焦“守底线、抓发

展、促振兴”，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建设，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全面促

进乡村产业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取得明显成效，

进一步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本报讯 近日，怀宁县民政局组织青年党
员干部、志愿者前往该县人文生态园开展“倡
导文明祭祀 保护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发放文明祭祀倡议
书，耐心向群众讲解绿色文明祭扫的重要意
义，并通过鲜花换纸鞭、塑料花等，积极倡
导鲜花祭祀、植树祭祀、网上祭祀、家庭追思
等方式寄托哀思，争做文明祭祀的推动者和传
播者。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册200余份、鲜花
50余份，有力倡导了广大群众践行低碳文明祭
扫新风尚，营造了“文明祭祀、绿色清明”
的浓厚氛围。 （通讯员 潘琼 万宗海）

怀宁县：

倡导文明祭祀 保护生态环境

本报讯 4月6日，大观区2024年第一期
科普研学游举办，本次活动由大观区科协主
办、安庆卓尔社工承办，活动采用“科普+旅
游”模式，组织小朋友们参观了叶笃正气象
科普馆和菜子湖湿地等地，向他们展现了自
然与科学之间的有机联系。

活动中，小朋友们在叶笃正气象馆了解了
叶笃正的科学成就，深刻体会到科学精神的力
量。在菜子湖国家湿地公园，小朋友们亲近
大自然，并走进科普宣教馆，参观了“走进菜
子湖”“湿地野趣”“鸟的天堂”等五个展厅，通
过科普讲解和互动体验，对湿地生态系统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这次科普研学之旅让小朋
友们收获颇丰，不仅增长了他们的知识，更激发
了小朋友们对科学和自然的热爱与敬畏，助力
他们健康成长。 （通讯员 陈欣 程昌昊）

大观区：

科普研学助成长

本报讯 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追忆革
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近日，桐城市大
关镇组织工作人员到欧家岭红色教育基地
开展“清明祭英烈 丰碑励前行”活动。

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全体人员静默肃
立，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并通过敬献
花篮、默哀、重温入党誓词、擦拭碑林等方
式，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和崇高敬
仰。纪念仪式结束后，大家步入欧家岭起
义事迹陈列馆，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
量。通过此次活动，大家接受了深刻的党
性教育和心灵洗礼，纷纷表示一定要厚植
爱国情怀，将英烈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转化为履职尽
责的强大动力，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和饱满的
热情投身到日常工作中，为大关的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 （通讯员 王可）

大关镇：

清明祭英烈 丰碑励前行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弘扬雷锋精神，积极弘
扬甘于奉献的志愿服务理念，近日，潜山市槎
水镇团委、妇联、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联合
开展文明创建、移风易俗宣传活动。

“文明创建人人有责，我们每个人都要争
做传统美德的传承者和文明新风的传播者，
争做文明行为的践行者和文明创建的推动
者。”活动中，志愿者们进店入户宣传，发放潜
山市民手册，积极倡导移风易俗。志愿者们
还向居民们详细介绍了乱摆酒席、高价彩礼、
厚葬薄养的危害以及移风易俗的重要性。下
一步，槎水镇将持续把文明创建和移风易俗工
作当作重点来抓，深化文明村镇创建，推进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通讯员 张紫嫣）

槎水镇：

弘扬文明新风 推进移风易俗

本报讯 连日来，宿松县龙山街道开展
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从严防
范和遏制群死群伤火灾事故发生，为辖区消
防安全形势稳定筑牢屏障。

龙山街道印发《关于开展龙山街道消防安
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的通知》，明确整
治目标任务、整治范围、整治重点、整治措施、
工作步骤，进一步细化任务分工和工作责任，
要求各村（社区）、站所落实到位。同时，抓好
隐患排查，确保风险管控到位；抓好宣传教
育，确保安全氛围到位。下一步，龙山街道将
持续压紧压实消防安全工作责任，持续加强
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真正做到隐患问题早预
防、早发现、早消除，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和社会稳定。 （通讯员 石登峰）

龙山街道：

开展消防安全除患攻坚大整治

本报讯 “这条路原来是石子
路，路面坑洼不平，路两边的杂树
枝伸到了路中间，车辆不方便通
行。现在路修成水泥路面，路两
边的树枝全部清除了，路面宽敞
了，通行顺畅了，心里别提有多舒
畅了！”4 月 3 日，望江县长岭镇后
埠村村民行走在刚竣工的穿村村
道上，畅谈着脚下的改变。

在长岭镇后埠村后埠岭曾有
这样一段路，它是从后埠村通往
凉泉乡凤林村至 S211 省道的一段
主干路，该路后埠岭段因年久失
修，局部路基下陷，路面凹凸不
平，当地居民出行十分不便。一
直以来，到县城去办事的车辆、行
人不得不从长岭集镇绕道而行，
车程远了 5 公里左右，村民们热
切期盼修好这段路。

道 路 一 端 连 着 乡 村 经 济 发
展，一端连着群众的幸福感。后
埠村“两委”对此十分重视，村主
要负责同志多次到现场实地调
研了解情况，将村民们的这一诉
求反映至镇里，并与上级公路、
财政等部门沟通，积极推进道路
建设。记者在现场看到，目前，
这段路的路面已修复完好，原先
坑洼不平的石子路面被平坦宽
阔的水泥路面代替。新修建的

水泥路长 460 米、宽 4 米，与凉泉
乡凤林村芦新桥连接贯通，从根
本上解决了长期困扰附近村民
的出行难问题，周边环境卫生也
得到了极大改善，昔日的“烦心
路”变成了“顺心路”，为乡村振
兴注入了新活力。

后埠村村民林结炉驾驶着货
车，轻快地行驶在新修通的村路
上，他由衷地感叹道：“如今修通
了这条水泥路，我们到县城的距
离大大缩短，省下了时间，省下了
交通费，确实方便多了。”

修 一 条 路 ，造 一 片 景 ，富 一
方百姓。后埠村“两委”干部扎
实 办 好 民 生 实 事 ，通 过 提 升 道
路提升了乡村整体形象，为村民
们提供了更加安全、畅通的出行
环境。

“ 我 们 还 将 继 续 聚 焦 民 生 ，
切 实 解 决 村 民 们 急 难 愁 盼 问
题。”后埠村村干部何红旗表示，
接下来，村里将组织完善道路路
肩施工及标识、标牌等交通安全
设施建设，改善村内交通环境及
人居环境，通过一系列的实际行
动 ，切 实 提 升 广 大 群 众 的 获 得
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通讯员 檀春红 全媒体记
者 罗少坤）

“烦心路”变成“顺心路”

本报讯 宜秀区罗岭镇小龙山
社区总面积22平方公里，背倚风景
秀丽的小龙山脉，面临碧波荡漾的
菜子湖，自古就有“五里三进士、隔
河两状元”的美誉。近年来，小龙山
社区立足资源禀赋，育产业、美环
境、强治理，走出了农文旅多点开花
的特色之路。该社区荣获安徽省乡
村振兴示范村、安徽省乡村旅游重
点村、安徽省森林村庄等称号，2023
年社区集体经济收入达110万元。

环境塑“形”。小龙山社区全域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建成省级美丽
乡村中心村1个、市级美丽乡村中心

村2个，受益188户719人，以“点的
示范”带动“面的提升”。2023年，该
社区完成狮岭路道路提升改造工程
3.61 公里，整治村容村貌达 200 户
次，清理池塘5口、沟渠3条，清运建
筑及生活垃圾50处 10吨。该社区
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晒比评”，推
动从“点上美”向“全域美”转变，努
力打造“村在景中、房在园中、人在
绿中”的全景乡村。

产业强“骨”。小龙山社区采
取合作社组织种植模式，建设 280
亩小辣椒基地，实现亩产3000斤，增
加社区集体经济收入50余万元，带

动80余人就近就业；建成2000平方
米的辣椒烘干车间，牵手中华老字号

“胡玉美”，达成辣椒深加工一体化合
作项目；建成小土岭、狮岭茶园350
亩，注册茶叶品牌“龙山云雾”“狮岭
毛尖”，年销售收入 15 万元；投资
300万元新建茶旅文化中心及游客
制茶体验车间。该社区整合农业优
势资源，压茬推进延链、补链、强链，
写好“农头工尾”增值文章，确保土
地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文旅造“血”。小龙山社区锚
定“状元故里·养心龙山”发展定
位，坚持“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着

力打造“一村两品（茶叶、民宿集
群）、一村两景（巨石山、菜子湖）、一
村两韵（状元文化、泥窑文化）”的精
品乡村；特色民宿运营火爆，巨石
山景区商业美食街、树蛙部落二
期、途居露营地等一批文旅项目
紧锣密鼓推进，全力打造“吃住
玩购娱”一体化新格局，让乡村旅
游活起来、火起来。

治理铸“魂”。小龙山社区深
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将网
格链到一线、平台搭到一线、党员
沉到一线，在平安平稳上出实招、
用实劲、创实效。该社区以“数

字”赋能乡村治理，实现政务公开
电子化、平安社区视频监控、应急
广播全覆盖。同时，突出群众有感
可见，推进“皖美红色物业”建
设，推广“四事四权”工作，建强
40人网格员队伍，推深做实“党员
联户包片”等党建治理品牌，畅通
交流渠道，实时回应诉求，矛盾化
解满意率达 100%。该社区大力倡
导移风易俗，涵养文明乡风，全面
提升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安全
感，打造共建共治共享和美乡村。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蔡婧）

罗岭镇：塑“形”强“骨”向美而行

4 月 1 日，在怀宁县腊树镇芝岭村的蔬菜加工车间里，工人们将烘干的羊肚菌进行挑拣分装发
货，目前在市场上非常畅销。近年来，腊树镇通过“党建+集体经济”的模式，引导和扶持联合党
委、村及集体经济组织入股发展羊肚菌种植100亩，年产值达500余万元，带动周边村民务工增收。

全媒体记者 储永志 通讯员 江文瀚 摄

羊肚菌“干货”俏销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