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0多亩撂荒地成粮田、210亩荒
山成果园、关闭的菜市场成居民舒心

“菜篮子”……近年来，望江县回龙街
道在闲置资源上做足文章，变“闲置
存量”为“幸福增量”，拓展乡村振兴
新空间。

又是一年稻谷黄，8月25日，位于
望江县回龙街道茶花村再生稻种植基
地迎来收割季。收割机穿梭于田间，
在大地上划出一道道沟坎，当地种植
户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

“以前，茶花村半数农田是低洼
田，村民种植水稻，往往不能旱涝保
收，500多亩农田逐渐被放弃耕种。”茶
花村党总支书记柯永才说，为盘活这
些撂荒地，村两委决定争取项目支持，
加大农田水利建设，清理水渠淤泥和

杂草，将田间泥巴路改建成沙石路中，
方便机械化作业。“后来，我们又将这
些农田从村民手中流转过来，再发包
给种粮大户，种植再生稻，村民从中获
利300—500元/亩。”

柯永才说，如今这500多亩农田均
种植了再生稻，收割两季，第一季产量
1400斤/亩，第二季产量400斤/亩，带
动周边 20 余名村民就业增收，预计
2024年再生稻产量可达100万斤。

“我们不仅盘活闲置农田，还盘活
了 210 亩的荒山。”柯永才说，茶花村
有一座山，叫汪家包，这里曾是一片
长满茅草的荒山，秋冬季节极易引发
火灾，曾一度成为茶花村的生态之
痛，后来村两委决定开荒，发展水果
种植。“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

回龙街道茶花村种植户虞兵说，2018
年，他将这片210亩的荒山流转下来，
用于果树的种植。如今，这片山场种
上了桃树、李树、樱桃等果树。“今
年桃树进入盛产期，产量在 7 万斤
左右。”

茶花村党总支书记柯永才说，茶花
村现有山场3000余亩，其中利用荒山
发展经果林的山场有1300余亩，发展
至今，共带动农户300余户，直接受益
农户100余户，带动周边村民就业100
余人。

盘活闲置资源的事例不仅仅发生
在茶花村。在该街道宝塔社区，一个
标准化菜市场已经落成。“这里曾是一
个简易的菜市场，2018 年的大雪，该
菜市场石棉瓦被压坏了，考虑安全性，

这个菜市场便关停了。”周边住户王文
舟说，菜市场的关闭，给居民购菜带来
不便。

“为方便居民生活，宝塔社区决定
盘活这个菜市场。”该社区干部徐斌
说，宝塔社区向望江县相关部门提出
申请立项，自筹资金重建该菜市场。

“后该项目得到审批，系望江县暖民心
行动（文明菜市行动）实施的民生项
目，菜市场占地面积约698.59㎡，总建
筑面积约 1716.90㎡，投标控制价为
3976360.42元。主要建设内容新建钢
筋混凝土框架结构菜市场及其相关配
套设施，如今已经竣工，取名望华菜市
场，可解决周边8个小区1万多人购菜
难问题。”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
讯员 李兰兰 吴珊

扮靓“面子” 做实“里子”

做好“盘活”文章 闲置存量变发展增量

本报讯 在桐城市唐湾镇，如
何解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资金不足
问题，一直是镇村两级的“心头
病”。带着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谋
划，唐湾镇采用“一事一议”筹资
筹劳办法，动员和鼓励社会力量支
持和参与到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中
来，形成以村级自筹、发动乡贤、
社会捐赠的形式，大力整合相关项
目资金，统筹安排，优先用于解决
群众最急需处理的环境问题。

截至目前，唐湾镇群众自发筹
资用于人居环境整治资金达 63 万
元，发动群众投工投劳达2254人，
拆除旱厕 180 户，新建户厕 238
户，清理生活垃圾 347.8 吨，清理
沟塘36口，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
业生产废弃物26.7吨，清理乱搭乱
建 79 户，清理无功能建筑 3324.81

平方米，开展道路养护 203.93 公
里。

“筹资筹劳的钱，是群众支持
家乡建设的一片心意，每一分钱都
得用在‘刀刃上’，每一分钱都必
须是‘明白账’，我们要主动接受
群众监督，集群众之力，助推人居
环境焕新颜。”唐湾镇党委书记张
朝阳表示，将严格进行资金账目公
开公示，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实现
人居环境整治基金专款专用。

一条条干净整洁的乡村道路、
一座座错落别致的农家小院、一面
面内容丰富的乡风墙绘……“微基
金”这一创新举措实现了“微更
新”，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上释放
出“大能量”。

（全 媒 体 记 者 何 飞 通 讯
员 章强）

桐城：

“微基金”汇聚和美乡村建设“大能量”

本报讯 “民以食为天，食以水
为先”，桐城市黄甲镇向阳村驻村工
作队驻村以来，在走访村民过程中
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在诸
多的村民需求“订单”中，出现频
率最高的“订单”就是每到旱季，
村民水源供应就存在不稳定的现象
发生。该工作队高度重视，将其列
为为民服务工作的“重中之重”，确
保不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针对村民开出的安全稳定饮水的
“订单”。驻村工作队在和村“两委”

及各村民组长详细交流后，了解到过
去的水管铺设情况以及现在山区水源
的主要分布。为力保从“水源头”到

“水龙头”的安全性、可靠性，驻村
工作队和村“两委”以及志愿者多次
赶赴向阳村辖区的白龙沟、燕子崖、
十八湾、潘和庵、红岩水库等水源处
展开实地勘察，谋划如何科学有效地
建好安全稳定的饮水点。

“为了不耽误水管维修和铺设进
度，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用简陋的工
具和双手清除蓄水池的淤泥和石子、
铺设水管。有的人的手指被划伤了，

但是没人退缩，通过共同努力目前何
畈片区所有村民的饮水得以恢复。”
工作队书记洪方华说。向阳村此次受
洪灾严重，尤其何畈片区饮水实施设
备受到较大程度损坏。在摸清相关底
数后，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积极
发动村民开展筹工筹劳，由于山区施
工困难重重，山路崎岖、没有便道，
大型机械难以作业，搬运建材只能依
靠手提肩扛。

针对目前向阳村饮水工程规模较
小且分散、村民用水不能充分保障等
现状。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立足

村情水况实际，积极对接市水利局争
取新建农村饮水项目，在前期现场勘
察的基础上，邀请桐城市水利局村镇
供水管理所及水发设计院等一行制定
了切实可行的农村饮水工程实施计
划。目前初步计划新建一处千人供水
工程，同时配备净化消毒设施，工程
建成后将提升向阳村 1000 余人用水
问题，进一步提升向阳村供水保障率
及水质达标率，真正实现村民由“有
水喝”向“喝好水”的转变。

全媒体记者 许娟
通讯员 胡刚

答好为民需求“订单” 汩汩清流滋润“向阳人”

本报讯 “大家看，这是我们
本地农户种植的菜籽，榨出来的菜
籽油十里飘香，可以吃出家乡的味
道……”9月1日，走进望江县赛口
镇红旗村粮油加工厂，一场别开生
面的直播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着，
主播正在对着镜头展示着，生动的
介绍和真诚的态度，赢得了直播间
观众的纷纷点赞和下单。

生产线上，油菜籽经过炒制、
压榨、提炼、精炼等多道工序，金
黄色的菜籽油源源不断地流出来。

以前，每逢油菜丰收季红旗村
村民都面临“榨油难、卖油难”的
困境。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红旗村
2020年借助扶贫项目的契机来撬动
外部资金发展村集体经济，在专项
资金的支持下，红旗村粮油加工厂

便热火朝天地建设起来。
该加工厂建设有榨油厂房和储

存仓库，为农户们提供收购菜籽、
榨油等服务。每天加工菜籽 4000
斤，出油 1200 斤，出菜籽饼 2500
斤，每年净收入在50万元左右。

加工厂增加了村集体经济，也
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该厂共带
动了红旗村内20余名村民的就业，
其中包括5名脱困户。

为了拓宽销售市场，红旗村两
委积极行动，借助直播的方式拓宽
农产品的上行道路，帮助小农户连
接大市场，让优质农产品走出乡
村，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为乡村经
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蔡晨晨）

望江：

小小榨油坊 飘出“致富香”

本报讯 8月30日，宿松县北
浴乡滑石村陈门组地质灾害点防治
工程全面完工，坚固的挡板墙、排
水沟为村民组村民筑起了一道安全
屏障。

以前，陈门组地质灾害点坡体
紧邻村民住宅，坡体稳定性较差，
极易引发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
等地质灾害，属于市级灾害点，对
该组村民21户 74人的生命财产安
全造成威胁。

为彻底消除安全隐患，让当地
群众住上“安心房”，滑石村“两
委”班子多次到现场实地踏勘地形
地貌，积极与上级主管部门对接，
多方面协调筹措资金，统筹谋划陈
门组地质灾害点隐患消除工作，制
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通过采取
稳、拦、排等措施，从源头消除安

全隐患。
滑石村委会工作人员汪方胜介

绍，防治工程通过削坡、建挡土
墙、建设排水沟渠等措施来消除隐
患，工程累计投资70余万元。

滑石村地处大别山深处，地质
灾害点点多面广，尤其是雨季，地
质灾害防治面临较大压力。该村通
过全面摸排，并对地质灾害点都安排
专人负责，做到限期消除安全隐患。

“我们加大对在册隐患点、切
坡建房点和速报点巡查排查力度，
同时积极申报地质灾害防治项目，
争取资金支持，对重点区域进行治
理，近年来共消除地质灾害点 4
处。”滑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汪爱学说道。

（通讯员 沈加贵 全媒体记
者 罗少坤）

宿松：

筑牢地质灾害防治“铜墙铁壁”

本报讯 今年以来，宜秀区五
横乡杨亭村不断筑牢基层治理“桥
头堡”、搭起基层治理“连心桥”、
炼好基层治理“铺路石”，切实发
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作用。

近年来，杨亭村以组织振兴推
动乡村振兴，打造坚强有力的农村
基层党支部，为实现乡村的全面发
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同时，将
党建与本村的经济、文化、生态等
工作融合起来，让农村党组织真正
成为促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坚
强堡垒。

杨亭村凝聚基层治理“末梢力
量”，配强基层治理“领头羊”，发

挥好“领头雁”作用，以党支部书
记这个“关键少数”示范带动“绝
大多数”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参与
到基层治理中。同时，聚焦实践，
持续发力抓源头治理，积极构建文
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社
会治理新格局。在村民自治、社区
治理、纠纷化解等城乡社会治理过
程中，该村让大事一起干、好坏大
家判、事事有人管，做“严”法
治，增强群众法治意识，引导群众
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
法，确保平安和谐稳定。

（通讯员 张佳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宜秀：

锻造基层“主心骨” 聚焦治理“向心力”

“三月七日皖西一分区基干团为
掩护解放军主力最后一批转移，在隘
口七祖山与前来追击的国民党军二十
五师激战……”8月31日，宿松县隘
口乡小圩村原党支部书记朱正国，
正在给前来小圩革命烈士陵园开展
红色教育的党员们介绍革命先烈的
英勇事迹。

朱正国是隘口乡一名退伍军人，
他自豪地担任起烈士陵园“讲解员”的
角色，即使现在已考录到其他乡镇任
职，但他仍然一有时间就会回到家
乡，拿起熟悉的话筒，向前来参观学习
的人们，饱含深情讲述起让他引以为豪
的革命英雄故事，用实际行动传播隘口
红色文化。“我们隘口有着光荣的革命
文化传统，这里的人们崇尚英雄、敬
畏英雄，从小我就受到革命先烈英雄
事迹的影响，立志从军报国，无论何
时何地，我都为我的家乡自豪，也为
我自己自豪！”

近年来，隘口乡立足本地红色资源
优势，以谱写红色文化的时代新篇破
题，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
的故事，积极营造拥军优属浓厚氛围，
在红色沃土培养绽放“双拥”文化繁
花，为倾情打开隘口乡双拥工作新局面

厚植文化底色。

亲切乡音讲起“隘口故事”

隘口乡是一片充满着革命记忆的
红色热土，境内小圩革命烈士陵园、
一九三一年中国共产党宿松县党员代
表会议纪念亭……无一不展现着独特的
革命基因传承和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

隘口乡深度挖掘本地红色资源，
将小圩革命烈士陵园、一九三一年中
国共产党宿松县党员代表会议纪念
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罗遵殿故居等
打造成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发动一
批熟知本地历史和革命故事的退伍军
人、老党员担当讲解员。除了本地的
学生、党员常态化到基地开展主题教
育、过政治生日外，隘口乡红色教育
基地也日益成为临近地区开展革命传
统教育的重要选择。红色教育，培根
铸魂。爱国拥军已成为刻入当地人们
基因的记忆和当地靓丽的文化名片，
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国防知识教育等成
为乡党校、老年学校必学课程，党员集
中轮训凝聚起传承伟大建党精神集体共
识，老年学校课堂上，“一老”带“一
小”以红色文化培铸精神根魂。

双拥促“双向奔赴”

隘口乡持续深化双拥共建，传承和
发扬双拥优良传统。结合清明节、“八
一”建军节等重要节假日和为立功受奖
军人家庭送喜报活动等有利时机，广泛
开展纪念祭扫、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座谈
会、新兵入伍欢送、退役军人光荣返乡迎
接等形式多样的双拥系列活动，用优质服
务营造“双拥”浓厚氛围。同时，积极组
织退役军人参加就业指导培训、学历提升
教育，为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供信
息、解难题，全乡已有军创企业5家。

该乡充分发挥退役军人在人居环
境整治、文明创建、应急救助、文化
宣讲等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示范榜样作
用，进一步浓厚拥军崇军社会文化氛
围，让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切实成为隘
口赓续红色历史文脉的“双向奔赴”。

传承让爱国精神延绵

隘口乡将爱国主义教育、双拥宣
传与优秀革命传统文化传承深度融
合，广泛利用乡村村晚舞台，组织
开展退役军人节目表演、爱国主义

教育知识问答、本地传统文化知识有
奖竞答；利用暑期“村BA”篮球赛
等契机开展征兵节目表演，邀请本地
退役军人在篮球赛闭幕式集体练军
姿、打军体拳、分享军旅生活及退役
就业情况，激发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
群众拥军爱军情感，引导积极应征入
伍、主动传承红色文化。同时，创新
宣传平台，将乡文化站多功能展示厅
变为双拥宣传阵地，开设本地红色历
史文化专题展示墙，同步播放隘口特色
文化宣传片，不定期组织学生、青年干
部及广大群众到厅内观看爱国主义教育
影片，营造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浓厚氛
围。让广大群众在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
中、在打动人心的文艺作品中丰富精神
生活、传承优秀红色文化，唱响时代主
旋律，激发爱党爱国爱军深厚情感。

“红色基因润沃土，大山绽放双拥
花。我们将继续融洽军民鱼水情深，倾
力打造富有特色的活动品牌，聚力引导
人民群众关心国防建设、关注山区发
展、关怀军属生活，营造党政齐心、军
地合力的良好氛围，让双拥文化深入人
心，努力交出新时代双拥共建的优秀答
卷。”隘口乡党委主要负责人虞伟民
说。（通讯员 司舜 刘媛媛）

深耕“红色”沃土 厚植“双拥”文化

新闻传真

8月31日，望江兴农林草生态发
展有限公司的员工正在种植草皮。

近年来，望江县漳湖镇在五九
圩发展生态经济，种植有山核桃、
灌木、球苗等苗木，并在下方种植
观赏草皮，加大增收能力。现基地
总面积约 1300 亩，其中种植草皮约
600余亩，主要销往江浙沪长三角一
带，每年产值可达300万元。

通讯员 方亚群 摄

奔富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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