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1：7 月 3 日晚，在望江
县同马大堤雷池段，当地党
员干部群众开展“拉网式”巡
堤查险。

图2：7 月 1 日，望江县华
阳镇江调圩境内，电力工人正
在冒雨安装照明灯，确保夜间
巡堤安全。

图3：7月2日，在宿松县洲
头乡永天圩江堤上，一老一青
两名退伍兵在冒雨巡堤，守护
堤坝安全。连日来，我市涌现

出一批退伍老兵，他们发扬军
人本色，奋战在防汛一线。

图4：7 月 3 日，高温来袭，
望江县同马大堤华阳段，一名

“90 后”党员坚守在巡查守堤
岗位上。

图5：7月2日，在宿松县汇
口镇三洲村，当地村干部坚守
在泄洪闸口。

图6：7月1日，在望江县华
阳镇磨盘小学安置点，医护人员
为临时安置的老人检查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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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眼下，正是李子成熟时节。桐
城市青草镇永庆村400亩红叶李风景林硕果
累累，成熟的红叶李色泽鲜艳、味美诱人，
各地游客慕名而来，穿梭其中采摘品尝，体
验农家乐趣。

永庆村位于丘陵地区，拥有林地4000多
亩。近年来，该村聚焦盘活林地资源，通过林
地流转，积极探索“党支部+公司+基地+农户”
新模式，分别引进四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对
原有低效林地进行全面改造，种植油茶、薄壳
山核桃等树种，套种桂花、香樟、紫薇、红叶李
等景观绿化苗木，实现了“一地多收”。近年
来，永庆村通过盘活资源，村集体每年增收近
10万元，该村村民每年获得林地流转租金和
分红收入共40多万元。该村有65位村民实
现了在家门口就业，人均增加收入1万多元。

（通讯员 吴琦 彭思齐）

青草镇：

盘活林地资源 实现“一地多收”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一线环卫工人的安
全生产意识，营造“安全管理人人有责”的浓厚
氛围，5月底以来，安庆京环公司以“人人讲安
全、个个会应急”为主线，聚焦基层末梢，全力推
进“畅通生命通道”行动，筑牢安全“平安线”。

6 月 27 日，安庆京环公司举办了以“应
急救护与防中暑”为主题的安全培训活动，
提高了员工面对突发意外时的应急处理能
力。同时，该公司还开展了“易制毒化学品
基本知识及操作管理安全培训”，让员工们
掌握了相关安全操作技能，同时进一步提高
了他们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为深
化员工对安全知识的理解和认识，该公司还
精心编制并发放了安全生产手册，组织员工
观看警示教育片，以直观的形式强化员工对
安全重要性的感知，使员工更加深入、全面
地掌握安全知识。经过深入宣传和教育，该
公司全体员工的安全意识得到了有效提升。

（通讯员 汪婉）

安庆京环:

提升一线员工安全生产意识

本报讯 今年以来，桐城市大关镇积极
响应关于加强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履职作用，坚
持把活动开展与推动该镇人大依法规范高
效履职相结合，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多措并
举推进“关注民生提建议”行动做深做实。

大关镇通过组织开展培训，提升人大
代表履职能力，同时对“关注民生提建议、
五级代表在行动”工作进行部署，让代表们
扎实履行代表职责，当好群众的代言人，做
人民满意的代表。该镇设立金山村人大代
表联络点，为镇级人大代表定期联络、接待
选民、联系选民提供办公场所；结合村级乡
风文明建设、人居环境整治、道路交通安
全等宣传工作，号召各级人大代表下沉到
村民组，发挥代表作用，与村民“零距离”
交流，收集群众最关心、最根本的问题。
下一步，大关镇人大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代表工作，不断提高代表的履职水平，有
效提升代表建议办理的落实率、办结率、满
意率，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期盼。

（通讯员 王可）

大关镇：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履职作用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社区为民办实事
的工作成效，切实转变干部队伍工作作风，检
验党纪学习教育成果，警醒党员干部廉洁从政
意识，近日，安庆经开区菱北办事处光彩社区
在群众办事重点部位及小区醒目位置设立举
报箱，征集办事企业及群众对社区在办事过程
中存在的推诿扯皮、故意刁难、吃拿卡要等“办
事难”的问题反映和工作意见建议。

光彩社区安排社区监督委员会成员及社
区纪检专干负责举报箱的日常管理，每周定
期开箱收集信访举报线索，并认真调查核实，
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该社区通过
设置信访举报箱，引导广大群众运用信件、电
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对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办
事群众中存在的违规违纪行为进行举报，搭
建起综合举报平台，开启全天候的“探照灯”，
形成了无处不在的“监督网”，从而推动纪检监
察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举报箱的设立
不但为企业、群众提供了便利的举报平台，同
时也时刻提醒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为民宗旨和
廉洁从政的思想意识。 （通讯员 徐敏）

安庆经开区：

推动纪检监察工作制度化规范化6月30日，安庆境内长江干流
全线超警戒水位，我市广大干部
群众走上同马大堤宿松、望江等
段，24 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守
卫长江大堤安全。

同马大堤全长 170余公里，其
中同马大堤宿松段全长60余公里，
是长江进入安徽省的“第一站”。7
月 1日深夜，同马大堤宿松县汇口
镇曹湖村段，暴雨如注、电闪雷
鸣，一支由党员干部群众组建的守
堤队伍手持手电筒和铁铲，坚守在
湿滑的坝坡上，他们冒雨仔细巡堤
查险，确保险情及时发现、及时处

置，用自己的无眠换取群众的安
枕。这样的巡堤查险日夜不停，每
4小时一次。

7月2日，望江县提升长江防汛
应急响应至二级，该县所有乡镇、街
道防守责任段按每公里堤防增加10
人巡堤查险，确保江堤万无一失。7
月3日，高温来袭，望江县同马大堤
上，党员干部群众夜以继日地开展

“拉网式”巡堤查险。
目前，我市长江干流全线仍处

超警戒水位，且处于缓降状态。
“洪水不退，我们不撤！”这是同马
大堤守卫者共同的心声。

筑 牢 防 汛“ 安 全 堤 ”
全媒体记者 储永志 通讯员 方 明 陈 星 摄影报道

本报讯 7月 1日，记者走进太
湖县北中镇花冲村，只见安乐河河
堤美化工程正在有序推进，村部大
楼焕然一新，“议事长亭”“法治文化
长廊”等项目建设也雏形初显……
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和
美乡村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今年以来，作为省级和美乡村
精品示范村的花冲村认真学习总结

“千万工程”成功经验，立足本村发
展实际，坚持“村要自然”的理念，做
足“面子”，做实“里子”，逐步实现美
丽乡村向和美乡村的精彩蝶变。

人居环境的改变，是群众最直
接可感可及的实事。花冲村把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作为推广“千万
工程”经验的切入点，坚持把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人居环境
整治的全过程和各方面。该村围绕
安乐河、环村公路、花冲茶场，因地
制宜、科学规划乡村建设，切实抓好
改路、改水、改厕、垃圾处理、污水处
理、除旧布新等项目整治。下一步，
该村将投资1970万元实施生态提质
行动，不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再强
化、再提升，助力村容村貌出新彩、
亮新颜。

建设和美乡村，基础在产业，
潜力在产业，希望也在产业。花冲
村已成为当地有名的集体经济强

村，2023年该村集体经济收益突破
130万元。该村通过“外联老乡、内
搭平台”大力开展以商招商、以情
招商，成功把3名优秀大学生、企业
老板吸引回乡创业，相继成立轩宇
能源、展科科技、翔峰锂电等公司，
2023年产值达到7200万元。该村
通过“公司＋村集体＋农户”的运
营模式，联农带农、联工带富，实现
经济增长、群众增收。

北中镇地处大别山南麓，与皖
鄂两省四县交界，是传统的优质茶
叶优势产区。花冲村借助得天独
厚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大力发
展茶经济，改造茶园 1200 亩，实施

花冲茶场茶旅融合项目，推动茶区
变“景区”、茶园变“公园”、茶山变

“金山”，带动群众收益之余，也打
造出秀美的田园景观。

和美乡村美在表里如一，不仅
要塑形，更要铸魂；不仅要“富口
袋”，更要“富脑袋”。花冲村通过实
施“党员积分超市”“公德积分超市”
等项目，推行“四事四权”工作法，激
发党员参与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治
理、基层治理等工作的积极性，破解
过去“干部干、群众看”的困局，让群众
实现从“要我干”到“我要干”的改变。

为了不断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花冲村广泛开展和美乡村建设

宣传，持续开展“文明家庭”“最美屋
场”“好婆婆”“好媳妇”等评选活动，
为身边群众树榜样立典范，有效激
发群众的内生动力，引导形成崇德
向善、见贤思齐的乡村良好氛围。
同时，该村以“村规民约机制”“红白
理事会”等为抓手，广泛宣传移风
易俗先进典型、先进经验，引导群
众“转观念、树新风”。该村在乡村
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
等方面久久为功，不断加强乡村治
理，持续打造和美乡村，激活乡村
振兴“一池春水”。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朱健元）

提“颜”增“质”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眼下，正值最佳赏荷季。怀宁
县高河镇查湾村近200亩荷塘景色
旖旎，清香四溢，景致迷人，吸引了
众多游客穿梭其中休闲观光。

“我们是慕名而来，感觉像走
进了画中。想不到我们周边就有
这么大一片荷塘，查湾村的景色
真美啊！”来自怀宁县城的陈女士
感叹道。

查湾村是诗人海子的故乡，距
离怀宁县城不到2公里，这样的“荷”
美乡村成为城里人“抬脚可达”“触手
可及”的后花园。无须订票、不用预
约，挑一个周末、捡一个午后或傍晚，
就可在查湾村获得身心皆缓的体验，

提供松弛治愈的“情绪价值”。
7月2日晚上7时许，查湾村荷

花基地的彩灯亮起来，游客欣赏乡
村夜景的同时，还可以在此露营烧
烤，感受“田园夜经济”的魅力。

近年来，随着赏荷的游客越来
越多，查湾村依托“荷花经济”，建起
了海子文化园，办起了乡村露营、民
宿、农家乐，从事旅游服务的村民达
50多人，每月接待游客3000多人，
营业收入超过30万元。

查湾村围绕乡村旅游产业，依
托村办企业和合作社提供的就业
岗位，解决了当地 100 多名剩余劳
动力就业。依托“荷塘经济”，查湾

村还投资建起了莲籽加工厂，从赏
荷花、收莲子，到摘藕带、挖莲藕，
已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生态农
业多元化发展模式，美丽风景转
化为“美丽经济”，为村民带来了
致富新机遇。

50岁的凌建军以前一直在外务
工、经商，去年返回家乡查湾村，他
承包了4口鱼塘、流转山地100亩，
走上生态化养殖、种植之路。目前，
他正计划扩大养殖规模，带动更多
的乡亲共同致富。

现在，查湾村越来越多的村民
享受到“荷”美乡村带来的红利，吃
上“文旅饭”，奔向“富裕路”。为民、

惠民、富民，成为当地推动农文旅融
合发展、推进乡村振兴的富民之本。

“游客走进乡村，分享乡村生
活，由此带来的住宿、餐饮、购物、娱
乐等就地消费，能有力带动村民就地
就业、就地创业，并产生新的劳动生
产方式。我们立足城郊优势，围绕打
造4A旅游景区目标，着力在乡村文
化旅游上做文章，将乡村旅游、海子
文化、自然景观与乡村‘新夜态’相
结合，全力打造文化旅游综合体，促
进农民增收、推进产业兴旺、助力乡
村振兴。”查湾村党支部书记操凌生
还介绍，通过入股荷塘养鱼、研学营
地、流转土地经营权等，今年村级集

体经济总收入将突破60万元。
“荷花+露营”“荷花+阅读”“荷

花＋展演”……“荷”美乡村查湾村
不仅有“诗和远方”，更有城乡融合
的广阔未来，带来的不仅是味觉和
视觉上的享受，还与更多业态擦出
耀眼的火花，为文旅融合、乡村振兴
创造新机遇。“我们按照‘田园变公
园、农区变景区、农房变客房、农
产品变商品、绿水青山变金山银
山’的发展思路，力促旅游与文化、农
业、商贸等产业深度融合，以‘荷花+’

‘+旅游’等新业态引领镇域经济转
型升级。”高河镇镇长吴华说。

通讯员 檀志扬 刘晓勇

“荷”美乡村吃上“文旅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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