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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县刘畈乡持续深入推进“千
万工程”，打造了“千万”美丽乡村，成
就了“千万”乡村产业，惠及了“千万”
农民群众，“蹚”出了一条振兴乡村、共
同富裕的成功之路。

用好用活“千万工程”经验，既要
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又要与时俱进、
科学创新。2024年以来，刘畈乡深入
运用践行“千万工程”经验，以建设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目标，从三方面
着手，合理编制乡村规划，深入挖掘
各村特色，充分发挥各村优势，共谋
乡村美好前景。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和美乡村建设的要求是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断满足农民
对于农村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的期望
和要求，主要是人居环境优美、基础
设施齐全等方面。刘畈乡党委、政府

聚焦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改观农村精
神面貌，积极推进农村“三大革
命”，持续开展“三大行动”，努力做
好“三边治理”，不定期开展党员志
愿服务，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该
乡通过一系列整治组合拳，力促生态
美、乡村美，激发内生动力和活力，实
现乡村面貌持续改善。

促进农村产业发展

促进产业发展是解放生产力、实
现农民富裕的重要前提。刘畈乡秉持
村庄建设与经济发展相融合原则，充
分依靠刘邓大军刘家畈会议旧址这个
关键点，探索休闲农业、户外旅游等
农村现代化产业发展模式，现已形成
规模的产业有红土地大棚蔬菜基地、
黄鹤山水蜜桃园、乌啼寨茶园、旭康
小黄牛养殖基地等，把传统产业升级
为有市场竞争力、能带动农民致富的

高效产业。
刘畈乡扎实推进“三产”融合发

展，境内现有南阳河茶厂、竹业加工
厂等加工业，多产业融合发展，助力
农村产业多元化、高质量发展，促进
乡村宜居又宜业。

完善农村治理体系

“千万工程”坚持的是自治、法治、
德治“三治融合”，实现乡村的系统有
效治理。刘畈乡结合各村实际情况，
不断引导各村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各
村加强村民自治，以“枫桥经验”为目
标，加强基层矛盾的调解力度，做到问
题不激化，矛盾不上交；加强法律宣
传，以“乡村农民夜校”等载体，宣传法
律法规知识，规范群众日常行为，引导
干部群众形成遵法守法、遇事找法、解
决问题靠法的良好氛围。完善的农村
治理体系，使广大群众既是直接受益

者，也是重要参与者。
建设和美乡村，是让农民就地过

上现代生活的迫切需要，是焕发乡村
文明新气象的内在要求，更是提升农
民大众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2024
年，刘畈乡和美乡村主要建设任务是
全力推进刘畈村精品示范村项目和清
平村整村推进项目的建设工作；统筹
推进集镇区整治提升项目建设；确保
完成洪河行政村金龙省级中心村，刘
畈行政村枫树省级中心村，刘畈行政
村汪家畈市级中心村三个和美乡村项
目验收。在这些工程建设中，刘畈乡
党委、政府将充分吸取“千万工程”的
成功经验，不断创新思路，稳扎稳打，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群众的主体作
用。通过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刘畈乡
不断提升环境品质，着力打造标杆示
范村，为乡村振兴增添更亮丽的底色，
注入更坚实的动力。

通讯员 胡焱鑫

改善人居环境 促进产业发展 提升治理效能

用活“千万工程”打造和美乡村

本报讯 自集体林权制改革工作
开展以来，太湖县弥陀镇河口村立足
本村林业资源禀赋，聚焦林改“四
问”，深入推进林权“三变”改革，
实现生态建设与群众增收双赢。

河口村位于弥陀镇南部，总面积
160 平方公里，其中山场面积 14601
亩，占全村总面积的三分之二，是典
型的林业大村。多年来，由于村里的
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许多山场林业
资源闲置荒废，巴茅丛生。近年来，
借助林业集体权改革契机，河口村

“两委”抓住机遇，大力开发当地林
业资源，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东。

林业“三变”改革实施以来，河
口村成立了村集体合作社，对村民的
低效林地进行集中流转，大力发展油
茶，青梅等经济作物，大大提高了土

地利用率，盘活了闲置林地。一系列
的举措不仅增加了村集体收入，同时
村民可以获得土地租金和分红收入，
还可以就近就业，增加收入。

河口村将闲置低效林地资源盘活
成村级资产，这也为造林大户探索出
了道路。2017年，一直在外务工的本
村村民胡胜祥回乡开发荒山。他从50
多户村民那里流转了2000余亩林地，
把分散闲置的山场统一规模化经营，
大力发展油茶产业。经过几年的精心
抚育，曾经漫山遍野的巴茅山种满了
绿油油的油茶树。放眼望去，山上重
披了一层绿装，焕发着勃勃生机。

“这里每年的租金是3万余元，另
外，山场上一般有30多人在这做事，
每年支付劳务工资约20万元。2022
年油茶开始挂果，今年比往年挂的
多，生态效益上去了，经济效益也是

稳中上升，我相信肯定一年比一年
好。”造林大户胡胜祥高兴地说。

随着集体林权制改革进一步深
化，越来越多的个体大户开始思考如
何提高土地综合效益。戴取全是太湖
县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
他在流转的500亩林地上种植了3万
棵冬青树，眼下正是树木抚育的关键
时期，戴取全每天都会到山场上查看
冬青树生长情况。

“大别山冬青树的嫩叶可以作为
小叶苦丁茶，有降三高的作用，同
时整株树苗可以作为绿化树苗、庭
院树，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戴取
全说。

目前，河口村累积流转山场3753
亩，培育造林大户、林业专业合作社等
林业经营主体 7 家。村集体经济从
2022年开始增长，当年达80万元，并

为当地群众提供500人次就业岗位，人
均增收500元以上；2024年预计可达
260万元，人均增收1000元以上。

在深化集体林权制改革中，太湖
县林业部门在山场承办、项目申报实
施、林业技术应用等方面做到全程指
导、跟踪服务，保证造一片、成一
片。全县累计流转林地面积39.79万
亩，林权流转率25%。原来满目的巴
茅山变成了如今的经果林，为改造农
村环境、帮助林农致富打下了基础。

“下一步，将进一步发挥各类社
会化服务组织的龙头带动作用，促
进小农户与发展现代化林业有机对
接，鼓励各类企业参与林业投资经
营，建立健全联农机制，让小农户
更好融入大市场。”弥陀镇林业站站
长詹化宇说道。

（通讯员 梅大宋 徐虹）

闲置林地“活”起来 农民收入涨起来

本报讯 水乡文明风，全镇皆风
景。走进太湖县徐桥镇集镇区，只见
道路干净整洁，路两旁商户规范经营，
车辆停放有序，志愿者每天上门劝导
不文明行为，一幅欣欣向荣的镇村融
合发展图景正在徐徐展开。

今年以来，徐桥镇将文明创建整
治的工作重点放在乱象最严重的集镇
区新街路，累计投入资金 1500 多万
元，对2.3公里新街路两侧的管网进
行全面改造。人行道全部用面包砖硬
化，路灯全部更新，路面黑色化，停
车位规范画线。同时，该镇开展常态
化整治工作，让集镇区面貌实现华丽
转身。

除了重点整治集镇区，走进徐桥
镇好汉村，错落有致的房屋、绿树成荫
的广场也是让人眼前一亮。“我们村现

在的环境相比以前真的是大变样，以
前村里卫生环境脏乱差、邻里矛盾多，
现在我们村经过美丽乡村建设后可以
说是打了个翻身仗，新修建的广场和
凉亭是村民们忙碌过后的打卡点。”在
村里生活了几十年的余建平见证了这
些年好汉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自豪
地说，好汉村的每一处转变，都透露出
和美乡村建设结出的硕果。

“和美乡村建设不能仅仅是村里
干，还要带动村民们一起干，建设成
果才能更喜人，生活习惯才能自然而
然改变，大家也就自觉维护村容村
貌。”好汉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王旺良说道，和美乡村，除了人居
环境之美，还有思想品德和精神文明
之美。

如果说整洁如新、移步换景的村

庄是和美乡村建设的“面子”，那么文
明新风的落地生根则让村庄兼具了

“里子”。“红白喜事要新办，移风易俗
改陋习……婚丧观念要更新，不搞铺
张不攀比……”这是徐桥镇创业村以
太湖大鼓的形式向村民们宣传移风易
俗。为塑造全村崇尚文明、节俭、绿
色、健康的良好风尚，创业村充分发挥

“四会”、党员志愿者作用，通过源头管
控、制定标准、搭建平台“三部曲”，全
面奏响文明风尚“新乐章”。

村“两委”、村红白理事会与村民
代表等一同制定《创业村红白喜事餐
饮标准》，明确礼金以及桌数标准。同
时村委会利用村内文化活动中心闲置
场地改建成红白喜事大厅，配套完善
厨房、空调、桌椅等必备硬件设施，免
费供村民使用。截至6月中旬，创业村

红白喜事大厅已承办红白事20余场，
为村民节省10余万元。

除了积极营造除陋习、移旧习的
良好氛围，徐桥镇在涵养文明新风上
也下了大力气。近日，为充分挖掘群
众身边的先进模范人物，推动精神文
明建设，徐桥镇组织开展的“徐桥好
人、好婆婆、好媳妇”评选活动正在火
热进行中。

一直以来，徐桥镇致力于推动道
德模范及身边好人评选活动，引领徐
桥人向上向善。截至今年6月份，徐桥
镇1人被评为“中国好人”、3人被评为

“安庆好人”、1人被评为“安庆劳动模
范”。该镇将持续在“里子”“面子”建
设上下足绣花功夫，不断提高“文明指
数”，持续擦亮文明底色。

（通讯员 王喆）

文明新风拂出镇村美丽新貌

本报讯 太湖县立足功能膜等
重点产业，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
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
力，让科技创新成为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助推器。

走进位于太湖经开区的某科技
有限公司，公司科研人员正在对一款
准备上市的新产品进行最后的检
测。该科技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半
导体分立元器件和集成电路的研发、
封测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今年先后拿出3000多万元用于
组建新产品研发团队，并在多个项目
上获得突破。

“公司始终把科技创新放在首要
位置，每年都会将营业额的10%以上
的资金用于科技创新，通过科技创新
推动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目前公司多

项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都是比较靠前
的。”该公司资深经理孟庆波说。

该科技公司的科技创新之路只
是太湖县科技创新发展的一个缩
影。今年以来，太湖县不断深化产
学研合作，围绕科技创新“季度赛
马”提升县域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发
展新质生产力；支持重点企业引进
新产品、新技术，推动科技成果就地
转移转化；围绕功能膜等重点产业
出台科技创新激励政策，鼓励企业
深入开展产学研合作，切实提升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让科技创新成为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一季度
全县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增速达到11.27%，实现技术合同交易
额15.09亿元，同比增长66.7%。

（通讯员 吴阳金）

科技创新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近日，太湖经开区的
某公司车间内机器轰鸣，一片繁忙
景象，工人们在加班赶制一批来自
广州的订单。

该企业是2023年5月正式投产
的，主要生产切削丝锥、挤压丝锥
等精密工具，产品销往长三角、珠
三角等地区。这两天，太湖县企业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帮助企业
申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从签约注册到立项备案再到入
统入规，企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主
动上门了解发展诉求，提供全程帮
代办服务，让我们企业能够安心生
产、专心经营。”该公司副总经理
张高辉说道。2023年，该公司年产
值超过 3000 万元，截至 2024 年 5
月份，订单量同比增长了30%，为
适应发展需求，接下来该公司将继
续加大技术投入、加强科技创新，
进一步扩大产能、提高效率，促进
企业快速发展。

今年以来，太湖县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从企业需求出发，全程提
供“妈妈式”服务，不断提升服务
质效，助力企业发展跑出“加速
度”。为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太湖
县对企业实施“一对一帮代办机
制”，帮助协调各类要素资源，为
企业提供优良的配套政策和营商环
境。县相关部门聚焦企业需求，不
断创新服务方式，助推企业加快技
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

“下一步，县企业服务中心将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对接、靠
前服务，不断转变工作作风、更新
服务观念、完善服务功能，切实落
实‘四个一’项目推进服务模式，
提高行政效能，全力激发企业活
力，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县企
业服务中心为企服务专窗首席代表
潘洪峰说。

（通讯员 吴阳金 尹茗）

全程服务助力企业发展跑出“加速度”

本报讯 近日，走近太湖县百
里镇吴畈村百合种植基地，一株株
百合长势良好，放眼望去，犹如一
片绿色的海洋。

近年来，由于年轻人大多数外
出务工，吴畈村部分耕地处于闲置
状态，村“两委”结合村情实况，
引进特色种植大户，种植生姜、药
材、百合等，让村里的闲置土地得
到充分利用。村民可以通过土地流
转、务工就业等方式增加收入。

2023年，吴畈村流转50亩地，租给
种植大户种植特色百合，租金每亩
400元。百合一年一收，药食同源，
栽种、管护、采收都需要大量劳动
力。2023年 10月，近50亩地的栽
种，用工约300名，平均工资100元
一天；今年8月份采挖，又需要大
量劳动力。把闲置土地资源转为产
业种植优势，吴畈村以土地流转、
村民就近就业为突破，找到一条增
收新路。 （通讯员 韩艮平）

特色种植 促民增收

本报讯 今年6月为防范非法
集资宣传月。6月15日，太湖县财
政局联合县公安局、国金局、相关
金融机构等单位，开展以“守住钱
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
非法集资集中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通过悬挂
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及礼品、
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向过往群众
宣传非法集资的特点、主要表现形
式以及社会危害性，呼吁广大群众
要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拒绝高利

诱惑，自觉远离非法集资。现场群
众纷纷表示，将在日常生活中更加
注意防范非法集资，保护自己的财
产安全。

“下一步，将组织开展多样
化、深入化的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
动，帮助广大群众持续提升防范非
法集资意识和能力，真正从源头上
遏制非法集资案件的发生，维护地
方金融稳定，切实保护好群众的

‘钱袋子’。”县财政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通讯员 徐丹）

宣传防范非法集资

太湖县不断拓宽秸秆应用场景，推广秸秆饲料化、肥料化等利用技
术，实现秸秆绿色循环、提质增效。全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利用
量为10万吨，已培育年利用秸秆量500吨以上的秸秆综合利用企业64家，
秸秆综合利用率95.4%。 通讯员 黄德丰 摄

夏日，太湖大地沉浸在夏耕夏种
的忙碌之中，翻耕的一块块农田飘散
着厚腥的泥土味，勤劳的农人挥洒辛
劳的汗水，有的已经插下嫩绿的秧
苗，一片片生机盎然；有的已经机耕
整平，灌水待插，宛如一面面明镜镶
嵌在广袤的沃野，点缀在一丛丛万物
复绿中，相连在一座座崭新村落里，
时而一辆辆高铁飞驰而过，绘就了一
幅幅秀美的田园画卷。

通讯员 刘辉 摄

锦绣田园绘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