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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新闻

本报讯 潜山市数据资源局联合
教育局、公安局、体检医院，围绕教师资
格认定全过程，以数字化思维，强化部
门信息共享，实施教师资格认定线上确
认、“最多跑一次”新模式。

往年，申请人在潜山市办理幼儿园、
小学和初级中学教师资格认定时，在完
成体检后，还需在固定期限内携带相关
证件到市政务服务中心教育局窗口进行

“现场确认”，提交相关材料，领取结果文
件。这期间，教育局窗口总是大排长
龙。这种“多次跑、排队长、等候久”的场
景给办事群众带来了诸多不便。

潜山市数据资源局进一步优化政
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积极推行“教
师资格认定一件事”新模式，最大限度
减时间、减材料、减跑动。该模式自
2024年4月2日起正式实行，申请人只
需在网上提交申请，然后到体检医院
参加体检时提交1张1寸与教师资格认
定网上报名电子照片同版证件照，即
可完成申报工作，无须再到市政务服
务中心教育局窗口办理“现场确认”，
所需的无犯罪记录证明等相关材料将
通过部门数据共享等方式获取。

（通讯员 宋菲 王磊）

教师资格认定“最多跑一次”

本报讯 望江县太慈镇秉持为民
办实事、为企优环境的服务理念，积极
落实惠企利企政策，创新工作举措，为
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不断提高企
业的获得感和成就感。

太慈镇不断加大宣传力度，利用宣
传栏、电子屏、微信等进行优化营商环境
的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该
镇组织镇村干部走访辖区企业，深入与
意向创业人员和小微企业沟通联系，上
门送政策、送服务，提高企业、群众对优
化营商环境政策的认知度。

太慈镇党政主要领导带头深入企
业纾困帮扶，及时发现并帮助解决问
题，为经济“储能”、为发展“续航”，
助力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该镇坚持
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深入开展招商
引资优惠政策宣传，与镇企业家代表
面对面交流，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
况、倾听企业发展诉求，掌握辖区企
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和面临的困难问
题，听取企业对优化辖区营商环境的建
议。一季度，全镇收集企业诉求10条，
并已全部办结。 （通讯员 方文军）

优化营商环境 助力企业发展

本报讯 近日，桐城市龙眠街
道双溪村集体茶园开采。每天一大
早，村民们就赶到山头，采摘茶叶；
中午对采摘的茶叶进行摊凉。村里还
安排专人不定时上山督促引导，保
证茶叶采摘质量。茶园内一排丰收
的喜悦景象。

茶是山区人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也是双溪村的特色主导产业。双溪村
以“盘活村级经济，促茶产业振兴”书
记项目为切入点，2024年，收回约30
亩的村集体茶园，由村集体自营，助力

村级收入。从年初的采茶工来源、人
员住处、资金打卡等问题谋划，到三月
份，采茶工吃住洗等一整套设施设备
的改造与采购；上山巡“茶”，确定采茶
具体时间，安排采茶工来桐，驻村工作
队与村“两委”全员参与配合。“下一
步，将通过村帮扶单位党员对外引流，
促进茶叶销售，增加村集体收入。同
时利用线上+线下宣传，提升品牌影响
力，拓展茶叶销售市场，提升村集体经
济收入。”该村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讯员 藕小庆）

茶园开采 集体增收

本报讯 90多个钢架大棚错落有
致，种植西瓜、羊肚菌、蔬菜等产
品。俯瞰下去犹如一节节盛满了致富
希望的高速列车。谁能想到，这里曾
是杂草丛生、坟头遍野的荒地。4月3
日下午，望江县高士镇黄河村百亩乡
村产业园，一派繁忙景象。

在菌棚里，一道道整整齐齐的田
垄上，一朵朵鲜嫩的羊肚菌破土而
出，撑起褐色的“小伞”，错落有致
地盛开在菌垄上。村民们穿梭于大棚
之间，一手拿着小刀，一手扶着菌
腿，小心翼翼地将羊肚菌从泥土中收
割出来放进菌筐中，随后一筐筐装满
羊肚菌的塑料筐被搬到棚外，随即被
送到不远处的晾晒场晾晒，再送至烘
干机里烘烤。

“这块地方原来就是一片荒山。”
正在采摘羊肚菌的村民许海生说，6年
前，村里召集村民座谈，计划在家门

口的茅草山上建设产业园，发展大棚
经济，此消息在村民中引起了不小的
轰动，没想到梦想变成了现实，该产业
园2018年9月竣工投产。随后他便来此
务工，种植葡萄、沃柑、台湾金桔、富
硒木耳和蔬菜等，如今还种植西瓜和
羊肚菌。“我们在产业园里种菜栽果
树，生产富硒木耳，不仅有了务工收
入，还学到了种植技术。”

在产业园加工区，黄河村村民吴
毛根一边晾晒羊肚菌，一边说着自己
的感触。“今年收成好，我们也跟着
沾光，在产业园务工，每天工资100
元，一年挣得2万多元。”

“这真的是家门口的幸福产业，
以前打工离家远照顾不了孩子，现在
赚钱顾家两不误，好政策帮我们，自
己也要努力工作过上好日子。”在产
业园大棚里平地的黄河村村民吴水荣
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

黄河村农业产业园占地面积97.76
亩，脱贫攻坚阶段由省国资委投资
680万元援建。项目于2017年 11月启
动设计规划，2018年 4月开始施工，
2018年10月竣工投产。园区内建设标
准化钢架大棚59座，总面积15716平
方米，连栋大棚4栋、13300平方米。
配套生产桥梁道路、节水灌溉系统、
园区绿化亮化等基础设施。省国资委
还委派农业专家，根据当地气候土壤
条件指导引进高经济价值的农产品。
2023年2月，第八批驻村工作队按照
市场化原则牵头推动华阳河农场与黄
河村正式签约合作，华阳河农场利用
其市场、资金、人才优势，承包经营
产业园，发展高效农业，种植西瓜、

羊肚菌、葡萄、蔬菜等产品。2023
年，产业园种植西瓜收入15万元，阳
光玫瑰葡萄收入14万元。

“目前产业园种植的44亩羊肚菌
正在收割，预计总收入能达到200万
元左右。每年为黄河村带来分红收益
25 万元，对于产业基础薄弱的黄河
村，无疑是雪中送炭。”黄河村党总支
书记徐根南说，产业园还为当地贫困
户脱贫致富提供了便捷的务工平台，
带动村民就业30余人，其中脱贫人口
10余人，年发放工资30多万元。下一
步，村里将继续推进产业园发展，带
动更多的农民就地就业。以就业保民
生，以产业振兴助推乡村振兴。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石野兵）

建设产业园 发展大棚经济

百亩荒山成为致富“聚宝盆”

本报讯 太湖县刘畈乡坚持以本
地红色文化资源为抓手，充分利用刘
邓大军刘家畈会议旧址及其配套设
施，实现各要素合理配置，涵养新时代
廉洁文化，让广大党员干部以生动、直
观形式沉浸式接受廉洁文化洗礼。

刘畈乡以刘邓大军刘家畈会议旧
址为中心点，优化完善家风家训馆讲
解词，打造红色廉政文化教育广场，
搭建党建书吧，让旧址成为党史廉政
教育基地，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氛围。

该乡整合刘伯承旧居、陈锡联指挥
所、红二十八军柴家山会议旧址、石
砌碉堡、烈士墓等红色资源，推动串
点连线成片，更好地实现以“红”促

“廉”。2023年12月，太湖县刘邓大军
刘家畈会议旧址被评为安庆市第一批
廉洁文化教育示范点。

刘畈乡探索“线上+线下”宣传
教育模式，线上利用微信公众号，持
续推广宣传信息，定向推送学习内容
到纪委工作群、党支部微信群，满足

纪检干部所需；线下将廉政教育纳入
中心组理论学习作为重要议题，组织
各级党组织利用“三会一课”、主题
党日活动等载体，通过宣讲党风廉
政，反腐倡廉的制度、措施、故事
等，在全乡形成崇廉尚廉良好氛围。
2023年以来，全乡共组织各党支部开
展廉政主题微宣讲、微党课30场次。

刘畈乡通过上专题党课、开展主
题党日活动、进行政治理论学习等途
径，对刘邓大军在刘家畈召开重要会

议等红色记忆进行学习和交流，以革
命先辈的光荣事迹激励党员干部主动
履职、担当作为。同时，该乡及时收集
通报违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尤其是
对文化旅游领域的违纪违法案件进行
重点剖析。今年以来，全乡组织机关
党员干部开展节前警示教育3场次，观
看各类警示教育片2场次，参观廉政教
育基地1场次，深刻汲取反面教训，实
现惩治成果向预防成果转化。

（通讯员 贾可帧）

弘扬红色文化 涵养廉洁文化

4 月 6 日，望江县鸦滩镇望河村金
银花种植示范基地，村民们正忙着平
地、锄草，对长势喜人的金银花树苗进
行管护。

近年来，望河村因地制宜，发展 50
亩特色中草药金银花种植，带动22名脱
贫户就业年增收4000多元，同时增加集
体经济收入、有力助推乡村振兴。

全媒体记者 储永志
通讯员 胡恺庭 摄

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产业

近日，工人们正在将苗木装车外运。桐城市孔城镇跃进村因地制宜，规模
化、标准化发展特色苗木种植产业，每年创造经济效益近亿元。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迅员 吴春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