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7月24日 星期三
责编：汪迎庆 电话：5325915

印刷单位：安庆日报社印刷厂 地址：集贤北路689号（农野大厦） 本报通过邮局发行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庆市分公司 本报地址：湖心北路88号 办公室电话：5325945 每份零售价：1.30元

县（市）区新闻

本报讯 为有效减少和预防辖
区电信网络诈骗等案件的发生，提
高群众拒赌、拒毒、防诈骗的意识，7
月 18 日，怀宁县公安局三桥派出所
组织民警和“江淮义警”，在辖区内
开展以“拒赌拒毒防诈骗”为主题的
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以发放宣传资料和现
场宣传讲解为主要方式。针对群众
在生活中经常遭遇到的刷单返利、
养老保险诈骗、网上交友聊天、冒
充物流客服索要信息等较为高发
的几类诈骗方式，民警详细讲解电
信网络诈骗的常用套路和手段，告

诫群众要提高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
意识，切勿“贪小钱、占小利”。同
时，为维护辖区治安稳定，民警积极
引导广大群众禁止赌博行为，让拒绝
赌博的意识深入人心。此外，民警和

“江淮义警”还向群众科普了禁毒知
识，提醒大家树立“远离毒品、拒绝
毒品”的意识，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
涉毒违法犯罪行为要第一时间报
警。三桥派出所通过开展此次活动，
切实提高了当地群众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拒绝赌博和毒品的意识，为维
护全镇社会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讯员 项安琪）

拒赌拒毒防诈骗 防范意识入人心

本报讯 今年汛期，望江县凉泉
乡政协联络组第一时间发出倡议，号
召全乡政协委员积极行动，参与打好
防汛抗洪抢险救灾这场硬仗。

凉泉乡政协委员李平是该乡党
委副书记、乡防汛指挥部副指挥长，
他每天奔波忙碌在防汛一线，扎实
做好巡堤查险、处置险情、统筹救灾
物资、卫生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
凉泉乡团山村驮婆圩险情发生后，
他第一时间到现场处置，安排救援

力量处置险情。在凉泉乡团山村驮
婆圩防汛一线，凉泉乡政协委员沈
凯芳每天与值班队伍一起巡堤查
险；堤坝抢险时，她主动上前与抢险
队伍一起装土包、运砂石料；每日的
防汛工作会商会上，她积极献言献
策，履行委员义务。连日来，凉泉乡
政协积极发挥联系群众优势，动员
社会各界支持防汛救灾工作，以实
际行动筑牢防汛的“安全堤坝”。

（通讯员 汪伶俐）

政协委员积极投身防汛一线

本报讯 为进一步搭建青年人
才成长平台，近日，迎江区宜城路街
道开展系列暑期实践和座谈会，引导
青年人才贡献青春力量。

7 月 16 日至 17 日，宜城路街道
钱牌楼社区联合安庆市迎江区红十
字会、安徽医科大学暑期社会实践
团，开展“共建博爱家园 奉献精神
永流传”主题实践活动。实践团在
古城游客中心分别开展义剪义诊义
演、慰问及中医养生保健讲座。活
动现场，实践团成员们满怀热情，耐
心倾听每一位居民的需求，用心解
答每一个疑问，获得了居民们的一
致赞誉。7 月 17 日，宜城路街道南

水回族社区联合团区委、区委人才
办、池州学院实践团，开展“团聚人
才”青年学子迎江行交流座谈会。
活动中，宣讲员们向返乡大学生等
20余名青年学子详细讲解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困难人员补
贴政策，以及申请补贴的对象、补贴
标准、补贴期限等内容，吸引更多青
年人才来就业创业。

下一步，宜城路街道将进一步加
强与青年人才的沟通交流，持续开
展系列暑期实践活动，积极为优秀
青年人才提供全方位、多平台、长链
条服务，助力青年成长成才，汇聚青
春力量。 （通讯员 马婷婷）

暑期社会实践助力青年成长成才

本报讯 今年以来，太湖县北中
镇全力推进“秸秆变肉”暨肉牛振兴
产业发展，积极培育肉牛产业新动
能，聚力做好“牛文章”，走出一条社
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多方共
赢的产业发展“致富路”。

北中镇依托安徽省宝丰生态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大别山黄牛良
种繁育基地，倡导当地村民种草养
畜。今年上半年，该镇黄牛养殖规模
扩大，实际存栏牛超过5000头，出栏牛
达到4000头，其中黄牛占六成以上。

今年以来，北中镇积极倡导“秸
秆和饲草”青贮或黄贮，让秸秆或饲

草保存时间更长、有效利用率提升，
并倡导秸秆有效综合利用，减少秸秆
焚烧，同时鼓励放牧，降低生产成
本。为实现畜禽粪污“源头减量，过
程监控，综合利用”，今年以来，该镇
养牛主体建设雨污分离设施超过
4000 米，建设固粪堆棚近 1600 平方
米，建设污水暂存池超过 2000 立方
米。这些设施设备的完善，在一定程
度上改善了黄牛养殖环境。同时，
该镇通过扩大商品有机肥基地建
设，逐步提升商品有机肥生产加工
能力，助力当地养殖业持续发展。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杨运松）

“秸秆变肉”培育肉牛产业新动能

盛夏时节，走进怀宁县月山镇复兴
村，一派山清水秀、美丽宜居的景象映
入眼帘——乡村道路整洁平坦，农家房
屋错落有致，房前屋后干净整洁，特色
院落精致美丽，产业发展欣欣向荣。

乡村要振兴，产业振兴是基础。
近年来，复兴村多点发力，不断强化农
业基础，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积极探索

“自主经营”发展模式，有效推进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从应急式“输血”向可持
续“造血”转变。

复兴村经济联合社流转 180 余亩
山场、荒地种植蓝莓，与安徽省乡村振
兴研究院达成合作关系，并请来蓝莓种
植专家进行实地指导，按照“党支部+经
济联合社+基地+农户”的自主经营模
式，实现村集体经济和农户收入“双增
收”，2023年村集体经济达93万元。“我
平时在蓝莓基地修剪、除草、施肥，一个
月有两三千块钱工资，到了年底还给我
土地流转的钱，总的算下来还不错。”村

民曹小兰开心地说道。
复兴村新引进投资超 10亿元、分

三期建设的“三园五基地”项目，推动形
成以农促旅、以旅带农、农旅共兴、互惠
双赢的良好局面。为优化种植结构，该
村与武汉农科院合作引进“控糖”等优
质大米种植技术，提升农业经济效益；
流转 1000余亩山场、荒地用于种植果
树和茶树，由经济联合社自主经营实现
增产增收；种植 1500 余亩红薯，投入
2000多万元建设10000余平方米的薯
类加工厂，今年底，复兴联合党委村集
体经济将实现增收70万元。

乡村要振兴，环境是“底色”。复兴
村里鱼中心村庄自2018年被评为省级
中心村美丽乡村以来，按照“环境整洁、
秩序井然、机制完善、群众满意”的原
则，紧紧围绕“六整治”“六提升”的总体
要求，以“抓特色、重民生”为环境整治
活动宗旨，整村推进，全员发动，多措并
举，成效显著。复兴村率先在全镇开展

改水改厕整村推进工作，将所有旱厕改
为水冲式卫生厕所，自然村庄设公厕，
同步完成村庄污水处理。

2019 年开始，复兴村相继对杨八
房、马井、新屋、大林、马塘等自然村庄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在建设和美乡村、
人居环境提升过程中，复兴村积极引进

“三园”生态旅游项目，同时与安徽省乡
村振兴研究院合作编制乡村振兴规划，
通过科学设计和合理布局，优化乡村生
产生活生态空间，从而引导城镇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现在村里的环境真是好，公共
区域都有专门的人员定时清扫，垃圾每
天都有人清理，周围都干干净净的，就
像住在大花园里一样。”村民杨积纯走
在干净整洁的村道上，他笑着说道。

复兴村坚持文化引领，通过开展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组建志愿队伍、创
办道德讲堂、开展“榜样评选”等，引导
村民打破陈规陋习，凝聚崇德向善的力

量。截至目前，该村登记在册的志愿服
务人员32人。今年以来，该村志愿服
务队开展移风易俗宣传25次，劝导村
民简办婚丧喜事20多人次。“今年我儿
子考上大学，村里干部号召我们带头拒
绝升学宴、谢师宴等旧风陋习，还给我
们介绍了一些助学政策，更加坚定了我
不办酒席、不收红包的想法。”复兴村村
民杨兴国说道。

从2017年起，复兴村开展评选“好
婆婆”“好媳妇”“好母亲”“好丈夫”“文
明家庭”等表彰活动，深入挖掘农村传
统道德教育资源，通过村民推荐和民
主评议，树立了一批敬老爱亲、邻里相
助等方面的先进典型，并在乡村春晚
现场为他们颁奖。此外，复兴村还建
有村史馆，通过文字、图片、实物等多
种形式，还原原汁原味的乡间生活场
景，展示浓缩乡村的记忆，传承当地丰
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通讯员 檀志扬 涂汪杰

乡村有魅力 产业有活力 群众有动力

多点发力奏响乡村“振兴曲”

本报讯 望江挑花手艺巧，一方织
布有乾坤。7月20日上午，在望江县雅
滩镇望马楼村挑花展馆内，十多名工人
每人手持一根针，在青与白的搭配中

“游刃”，“挑”出各式各样的图案。馆内
四周的墙上，悬挂着各种挑花作品，有
花鸟、山水、二十四孝、十二生肖等图
案，琳琅满目，美轮美奂。

“我参加了几次非遗展之后，深感
望江挑花虽然好，但是还不够实用，所
以我想设计开发出更符合当下人们使
用习惯的挑花产品。”市级非遗传承人
房丽丽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想法，她
不断学习其他非遗技艺，并设计出双面
挑花钥匙扣、车挂、编织带等小而精致
的望江挑花产品。

望江挑花被世人赞誉为“青白如
初，表里如一”，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深受社会各界喜
爱。望江挑花由于工艺复杂，年轻人不
愿意学，一度面临失传的困境。近年
来，为了不让望江挑花失传，望江县有
关部门通过开展“地方文化进校园”活
动，建立了望江挑花保护与传承基地，
同时把望江挑花非遗项目传承内容编
成教材，建成了国家非遗望江挑花保护
与传承基地，出版“望江挑花”校本教
材，并设为高中文化艺术类必修课，让
更多年轻人了解望江挑花。

鸦滩镇望马楼村每年都会邀请国
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传授
挑花技艺。当前，在宣传助力之下，当

地已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加入非遗教育
及科普活动中，为非遗保护与传承营造
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每年暑期，全国各
地众多高校的大学生到望马楼村实地
考察望江挑花非遗项目，并且为非遗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新
想法。同时，鸦滩镇以大黄山世界级
休闲度假康养旅游目的地建设为契
机，积极谋划打造“挑花小镇”项目。

“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特点是
‘艺在人身，艺随人走’，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载体是人。”房丽丽说，目前望江
县积极推行“青蓝工程”，着力发现、培
养、推荐挑花人才，使望江挑花这一非
遗得以健康、科学发展。

“将望江挑花融入现代乡村生活，

把非遗保护传承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
才能更好地让望江挑花‘活’起来，变成
生产力，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望马楼
村党总支书记陈松应介绍，该村于
2015 年 6 月成立了挑花专业合作社，
实行“合作社+农户”的市场化运作模
式。通过多年对挑花产业的培育，目
前当地的挑花产品不再仅仅是头巾
和围裙，更多的是沙发靠垫、屏风装
饰、单肩背包等现代生活中常见的产
品。如今，该村30多名专职“挑花女”
凭着一根针，挑、钻、游、织“绣”出各
式图案，这些产品每年为村级集体经
济增收20余万元，每名挑花女年均增
收1.3万余元。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周梦颖）

鸦滩镇：让非遗活起来火起来

夏日里，安徽省2024年度和美乡村
精品示范村——望江县雷阳街道鹤庄
村，错落有致的民居和池塘、田野、道路
等相映成景，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和美乡
村生态画卷。近年来，雷阳街道坚持党
建引领，绿色发展，通过加强村庄规划
建设、环境整治、产业谋划等举措改善
村庄容貌，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打
造生态秀美宜居家园，不断提升群众的
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助力乡村振兴。

全媒体记者 江胜
通讯员 丁雁朋 摄

夏日乡景入画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