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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新闻

本报讯 3 月 28 日，桐城市金
神镇组织辖区内10余家企业负责人
赴合肥开展跨境电商考察学习，探
索工业企业与新媒体、电商企业的
合作新模式，促进辖区企业转型升
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金神镇政企考察组一行到合肥
市桐城跨境电商产业园，参观考察
了园区直播基地、仓储空间、平台
管理等，详细了解了产业园发的运
营模式。园区相关专业人员还就选
品、直播、运营、物流等向考察组
进行详细介绍，并现场解答疑惑。

近年来，金神镇以优化营商环
境为依托，在做强本土企业、招引

优势企业上持续发力，为企业转型
升级增势赋能，不断夯实工业强镇
基础。金神镇现有规上企业44家，
从事跨境销售的有9家，主要是以传
统贸易方式出口，现正寻求突破。
此次参加考察学习的企业涵盖输送
机械制造、汽车零部件、绿色包装
印刷、新材料等领域，均是希望转
型跨境电商或想进一步了解相关信
息的企业。“此次外出学习解决了我
很多的疑惑，下一步我将更深入的
了解跨境电商行业，希望能为产品
寻求更多的销路。”该镇某公司负责
人汪安明说道。

（通讯员 刘昀 黄春雷）

政企携手走出去 电商技能学进来

本报讯 “我推荐村里的刘冬
波为‘好人’候选人，这小伙子在
外创业有成，还不忘家乡，为村里
的困难群众捐款捐物。”近日，在
桐城市文昌街道官桥村开展的2024
年第一季度道德评议会上，村民们
积极推荐刘冬波为“身边好人”候
选人。

“不怕事情小，只要对村里有帮
助、对邻里有帮扶、对老人有孝
行，都可以参加评选。无论正面、
反面，大事小事都可以在‘道德评
议会’上说一说、评一评。现在不
管是村民还是村干部，都能真正
把评议话语权用好、用活。”说起村
里的道德评议会，村民张文军非常

认可，评议会成员齐聚一堂，有的
推荐婆媳关系融洽的好婆婆、有的
推荐热衷于公益活动的企业家、有
的推荐自觉带头整治人居环境的村
民……大家畅所欲言，积极推选心
目中的“文明星”。

近年来，文昌街道深入推进移
风易俗工作，各村 （社区） 坚持以
道德评议会为载体，开展道德模
范、身边好人、好婆媳、文明家庭
等各类先进典型评选，推动形成文
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近
年来，该街道累计推选出市级以上
道德模范3人、身边好人57人、文
明家庭2户、好婆媳6人。

（通讯员 陶鑫）

道德评议会评出“文明星”

本报讯 近日，由安庆市政府
授权市同庆智慧泊车有限公司建设
运营的智慧泊车管理平台正式上
线，利用“互联网+交通”手段，为
市民提供智能化便捷停车服务，破
解城区“停车难”。

智慧泊车管理平台包含城区125
个停车场、9183个停车泊位分布位
置、运营状况、使用情况等功能页
面，依托无线通信网络、互联网、
云计算的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地
磁、视频识别等设备，将车场信息

查询、余位查询、车位预定、路线
导航、停车延伸服务等结合在一
起，建立统一的大数据监控管理系
统。该系统可有效提高停车资源利
用效率和管理智慧化水平，缓解

“停车难”，助力城市静态交通资源
结构优化、功能完善和品质提升。
同时，该系统的应用将极大方便广
大市民出行停车。车主可通过系统
精准查询停车场位置、实时泊位余
位等信息。

（通讯员 殷平平）

智慧泊车“走进”城市管理

本报讯 “同学们，你们知道
小麦是怎么什么样子的吗？”“有没
有同学知道小麦是什么季节播种
呢？”……

近日，安庆市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中心联合乐邻社工，共同举办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春暖花开 与爱
童游”传统农耕文化体验活动，丰
富孩子们的校外文化生活，培养孩
子们社会实践能力，拓宽视野，激
发孩子们对大自然的热爱。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视频短
片，向孩子们展示小麦种植的全过
程。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还带领孩子
们走进田间地头，亲身体验农耕文

化的魅力。在农民伯伯的悉心指导
下，孩子们手持小铲，认真细致地
除草；拎起水壶，小心翼翼地浇
水。通过亲身参与，孩子们不仅对
农耕文化有了更为直观和深刻的认
识，也充分感受到了劳动的快乐和
丰收的喜悦。

“今后，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联合更多社会组织和爱心
人士，为困境儿童提供更多的关
爱和支持，让他们健康成长，以
坚 强 乐 观 的 心 态 面 对 生 活 的 挑
战。”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相
关负责人表示。

（通讯员 邵旭光）

体验实践传统农耕文化

本报讯 宿松县趾凤乡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紧盯山区资源，将“劣势”变优势，发展
由“荒山经济”转型为“绿色经济”。

趾凤乡位于地处宿松东北部，位
于大别山余脉，是典型的山区乡镇。
走进趾凤乡团林村、月丹村、老岗
村、南冲村、龙溪村等村庄，映入眼
帘的已然是一片绿色的海洋，一株株
茶树生机盎然，一片片茶林生气勃
勃，漫山的绿色海洋犹如满眼的“翡
翠林”。趾凤乡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
治理了荒山、保持了“山味”，更是把
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成功走出
一条践行“两山论”、推动山区绿色高
质量转型发展的实践之路。

发展之初，面对山区地理“劣
势”，趾凤乡党委解放思想推动绿色发
展变革，用脚步丈量每一寸荒山，打
破思想禁锢，邀请地质和林业专家对
每一处山林进行监测，了解土质特性、
采光时长、海拔高度、昼夜温差等情况，
最终通过研究决定走茶叶特色经济之
路。为将不同纬度和山面的情况做到

“因地制宜”，乡党委还组织村“两
委”成员前往安吉等地取“茶经”，最
终细分形成了绿茶区、白茶区。

三月，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
趾凤乡收获的季节。清明时节，垄垄
茶树吐露新芽，趾凤乡各茶园尽是一
片繁忙的景象，茶农们腰系背篓，一
会儿工夫，小茶篓里装满了鲜嫩的芽

尖，收获的喜悦洋溢在茶农的脸上。
“我们在茶园摘茶，每天能赚100多元
……”茶农周金琳一边忙碌一边喜悦
地说道，进入采茶高峰期，全乡茶园
每天至少有200余名茶农采茶，收入
高的每天能赚300元，动作慢的每天
最少也有150元。

趾凤乡辖区老岗村2018年创办了
茶叶加工厂，对茶叶进行深加工，并
采取“公司+农户”的模式，集中培育
新型经营主体，通过统一技术培训、
统一疾病防治、统一质控管理、统一
采摘收获、统一产品销售的管理机
制，开展标准化种植、组织化生产。
2023年茶园扩建至400余亩，全村茶
产值超 100万元。此外，集体茶园聘

用农民工，有效吸纳留守劳动力就近
打工赚钱。“一年下来，可收入1万余
元。妻子在采茶季节也参与采茶，一
年能挣 5000 余元。”陈龙保是脱贫
户，为确保脱贫稳定，村里将茶园除
草、施肥等农活交给他。如今，像陈
龙保这样在茶园打工的村民有 5 个。
采茶高峰期，该村广大留守妇女大多
数都投入其中，村里每年支出采茶工
资10余万元。

如今，趾凤乡荒山变绿山，原本
长满茅草的荒山华丽转身成为名副其
实的“翡翠山”。趾凤乡成片成山的茶
叶1800余亩，丰收时节，漫山遍野缀
满了绿色，走出了一条可持续的绿色
致富路。 （通讯员 陈星）

荒山走出绿色致富路

本报讯 随着汛期的到来，望江
县雷阳街道积极贯彻未雨绸缪的防汛
策略，全力以赴做好防汛准备工作，
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春季以来，雷阳街道加大对河
道、堤防、水库等水利设施检查和维
护力度，确保在汛期能够正常运行。
街道所属村 （社区） 清理沟渠共计
9000余米，淤泥240余吨，清理水库
溢洪通道2000余米，清除杂草淤泥20
余吨。该街道还对岚杆湖电站等重要
点位，安排专人管护，并加强对城市
排水系统维护，防止城市内涝。

雷阳街道提前谋划，科学部署，对
辖区内的地下公共空间、道路易积水路
段、河库边、建筑工地、居民住房及易塌

方地点等关键领域进行全面、细致的安
全隐患排查。街道纪工委按照”走、宣、
盯、调”四字诀，精准发力，将街道与村
级监督力量整合在一起，成立监督检
查队伍，采取联合督查、交叉督查等
方式，走遍辖区近210处水域，现场
了解责任落实情况。纪检干部在日常
监督检查中，利用与基层群众接触的
机会，加强防汛知识的宣传教育，提
高群众对洪水灾害的认识和应对能
力；鼓励群众积极参与防汛工作，形
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盯紧
责任链条，明确属地责任、部门责
任、包保责任，盯紧汛情通报机制、
处置机制各环节运转通畅情况，把好各
环节关口。强化工作调度，对监督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与街道职能部门一起及
时开展工作调度，将隐患消灭在萌芽状
态，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针对可能发生的洪涝灾害，雷阳街
道制定出台详细、全面的防汛预案，包
括预警机制、疏散路线、救援力量部署、
物资储备等，确保在灾害发生时能够迅
速、有效地应对。该街道还对各村（社
区）应急预案进行再检视、再优化、再充
实，着力解决预案针对性不强、预警与
响应联动不紧密、应急响应行动措施不
具体等问题，确保紧急情况下应转尽
转、不落一人。

雷阳街道加强应急队伍建设。街
道和各村（社区）抽调部分退役军人
组建防汛应急队伍，进行培训和演

练，提高应对洪水灾害的能力和效
率。同时，该街道与专业救援队伍等
建立紧密的协作关系，确保在灾害发
生时能够得到及时支持。依照防汛预
案和实际需求，街道和各村 （社区）
储备足够的防汛物资，建立健全物资
调配机制，确保在灾害发生时能够及
时将物资运送到需要的地方。

“汛期即将来临，我们将严阵以
待，提前部署，主动作为，切实履行
防汛抗旱职责，完善汛期预案，全面
开展备汛巡查检查，以高度的责任心
和使命感全力打好辖区防汛备汛战，
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雷阳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讯员 丁雁朋）

未雨绸缪打好防汛“主动仗”

宜秀区白泽湖乡黄石村坚持党建
引领，围绕美丽乡村建设、产业发展升
级、拓展资源优势等中心工作，推动乡
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村庄发展面貌焕
然一新，先后获得省级美丽乡村中心
村、省级美丽乡村重点示范村、省级森
林村庄、省级美丽宜居村庄、安庆市民
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多项荣誉称号。

建设美丽乡村 改善人居环境

自启动美丽乡村建设以来，黄石村
坚持以规划为引领，以中心村建设为重
点，以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为抓
手，以点扩面推动中心村建设。2017
年，黄石村申报省级美丽乡村中心村，
并于2018年8月顺利通过验收，2019年
通过省级美丽乡村重点示范村认定。

针对村组多、范围广、底子薄的
特点，黄石村按照以点带面、逐步推
进的原则，以环境整治为切入点，以
卫生改厕为抓手，开展房前屋后环境
整治专项行动。

通过大力实施“五清一改”行动，黄

石村累计拆除破旧房屋、猪圈、厕所共
68处，面积2800平方米。中心村实现
卫生改厕全覆盖，自然村改厕实行应改
尽改的原则，累计卫生改厕689户，常住
户改厕率超过90%。该村建设雨污分
流管网2638米、集中处理三格式化粪池
5个、清淤护砌当家塘34口、清淤护砌生
态沟渠4500米；硬化村组道路15公里，
中心村庄及主次干道安装路灯216盏；
生活垃圾做到户收集、村乡转运、区处
理……各项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

黄石村还建设了党群服务中心便
民服务大厅以及多个休闲健身广场，成
立了居家养老贴心之家服务点，在提升
居住环境的同时丰富群众文娱生活，提
高幸福指数，让群众感受美丽乡村建设
成果，鼓励他们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中
来，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大提升。

升级产业发展 增添振兴活力

黄石村充分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
围绕“城市田园，魅力黄石”发展定位，
以打造服务城市的菜园、创业致富的田

园、休闲观光的乐园、美丽和谐的家园
为目标，强化产业升级。该村通过招商
引进禾田春晓等实力企业，根据白泽湖
乡“一万六千”产业发展定位，全村流转
土地1200余亩，建设果蔬大棚650亩，
形成千亩果蔬基地。同时，黄石村抓住
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白泽湖生态农业
观光园建设等机遇，争取项目资金建成
农产品分拣中心，推动一二三产联动，
着力发展现代农业和旅游业。

黄石村以农旅文化为载体，把龙
舟体验、生态农业、旅游产业等元素
有机结合起来，围绕“农”这个品牌
打造特色农业生态旅游圈，推动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探索一条生态保护
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之路，使得农村
一二三产业之间紧密相连、协同发
展，最终实现农业产业链延伸、产业
范围扩展和农民收入增加。

拓展资源优势 提升集体经济

黄石村是传统农业村，土地和水面
资源丰富。由于传统农业经济效益低
下，且存在田地抛荒、水资源低效利用
现象。为打破僵局，黄石村从2015年
开始尝试整合资源，推进土地流转试
点，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经过不断发展，如今黄石村千亩大
棚蔬菜基地初具规模，白泽湖乡现代农
业生态观光园顺利落户，运营状态良
好。黄石村发挥股份经济合作社优势，
整合资源，将村内大小圩口水面19口统
一对外发包，提高了集体经济收益，解
决了低效利用问题，改善了村容村貌，
缓解了部分村民居家就业增收难的问
题，群众的农业经营观念得到了转变。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叶霞方

发挥资源优势 推进三产融合

“田园乡村”因地制宜谋振兴

近日，花凉亭灌区“十四五”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望江县长岭镇施工
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望江县争取项目资金，对南干渠进行全面治理，将节水续
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同渡槽工程有机衔接，增强南干渠向下游末端供水能
力，提升渠道灌溉效益。 通讯员 虞根华 聂苗红 摄

4月9日，宜秀区五横乡杨亭村某
茶园进入春茶采摘期。茶农们身挎茶
篓，在茶垄间穿梭，轻捻下片片嫩
芽，茶园里一片繁忙的丰收景象。

杨亭村立足资源禀赋，将茶产业作
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大力发展。当地
引进客商，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的
发展模式，不断完善茶产业链，让昔日的
荒山荒坡变成如今的金山银山。今年，
该村种植茶叶1500余亩，预计今年春茶
总产值突破150万元，可为村集体年增加
收益 180 万元。同时带动村民就业 200
余人，带动当地农户持续稳定增收。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杨安丽 摄

一村一品

兴村富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