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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何，晚上七点，老地方集合，这
个月的‘乡村夜话’开始了，大家一起
商量一下修路的事。”“夏老二，晚上在
广场上开会，跟你媳妇一块儿过来
啊！”……9月28日，怀宁县小市镇平
坦社区河塅组的屋场内，网格长谢海
萍正在挨家挨户地通知开会的事。

金秋的夜空，繁星闪烁。河塅组的
居民陆陆续续拿着板凳、搬着方桌赶
到了广场上，镇里与社区的工作人员
早早的便等在这。

“这次召集大家来开‘乡村夜话’，
想聊聊面前这条路的事，大家都说说

‘心里话’。”
屋场内的个体户何双林率先举手

发言，“2017 年咱们屋场修好了通组
路，解决了出行问题，可是这几年大
家又陆陆续续又添置了小轿车，小车
开不到家门口也是个烦心事，要我说
大家伙一起凑点钱，咱把路再修到大
门口多好。”

“老何这个提议好，我前几年买了

车，自己把路接到了家门口，可是俺弟
最近也张罗着买车，我们家进进出出
比较多，要是修路我再捐4000，我弟
再捐2000。”居民何小东紧接着说道。

何小东发完言后，陆陆续续又有
几个居民表达了赞同。

…………
“既然大家都表示赞同，那么集

资修路的事情就定下了。”村干夏
琴芳说。

河塅组47户居民，共计 164 人通
过“乡村夜话”共同集资达 12 万元，
将原本的“通组路”改造升级成组
内“循环路”，群众出行问题得到顺
利解决。

“在参加‘乡村夜话’的过程中，
我感到河塅组居民对于提升组内人
居 环 境 的 迫 切 愿 望 ，主 动 筹 资 筹
劳，群众参与度高，镇党委政府积
极向上争取县级人居环境整治点项
目，马上就能开始实施。”党委副书
记朱旭说。

从柴米油盐到村情国事，从人
居环境到产业发展，让群众各抒己
见，畅所欲言，积极参与到乡村治
理中来，“乡村夜话”话出了基层和
谐稳定。

2023年，村民谢甲与侄子谢乙因
为一笔借款闹得不可开交。谢甲认为谢
乙2021年借了他2800元至今没有归
还，谢乙却说当年就已经还了，两人各
持各的理，一见面就言语相向，后来发
展到拳脚相加。平坦社区党总支书记
夏国庆得知后将邀请他们参加“乡村
夜话”。在街坊四邻一言一语的劝说
下，最终，两人冰释前嫌，重归和睦。

同喝一壶茶，同坐一条凳，同围
一张桌，小市镇通过“乡村夜话”活
动，不仅搭建了一个沟通交流的平
台，更成为凝聚人心、推动乡村治理
的有效载体，实现矛盾纠纷大家调、
发展产业大家提、村庄治理大家议、
工作效果大家评，打通了联系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

“以前，村里的事情群众了解的
途径少，对于实施的政策存在一知
半解的现象，我们也很难了解群众
真实的想法，导致有些事情处理得
不够妥当引起矛盾。如今大家利用
茶余饭后的时间，开展‘乡村夜话’，
村民愿意和我们说说心里话，极大
提高了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
性，让基层干部更好的察民情、汇
民智、解民忧。”求雨村党总支书记
胡团结说。

“乡村夜话”的开展不仅锻炼了干
部解决难题的能力，也拉进了基层干
群关系，凝聚思想共识。

据了解，2024 年以来，小市镇 8
个村（社区）共开展“乡村夜话”74
场，参加人次 1500 余人，累计解决
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 87 件，化解矛
盾纠纷 11 起，这一创新举措聚群众
合力蹚出一条基层治理的新路径，
激活了乡村治理的神经末梢。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刘舰宇

同喝一壶茶 同坐一条凳 同围一张桌

“乡村夜话”聚群众合力 促和美新篇

本报讯 近年来，宜秀区五横乡
杨亭村积极开展“五绿”行动，加强
生态保护与修复，维护生物多样性，
全面提升森林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现如今杨亭村蹚出了一条
不砍树、能致富的新路子，如今这里
已是“出门见绿、处处是景”。

除沉疴汇聚合力。上世纪 90 年
代，村里的山大多是自留山，一些村
民靠砍树增收，使杨亭村的青山一度
成了光秃秃的荒山。2017年，安徽省
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林长制改革，建
立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责任
制体系。五横乡杨亭村是作为安庆市

林长制改革示范区先行区，借着林长
制的“东风”，大力推行网格化管
理，为使全村境内山水林田做到网格
化管理管护全覆盖，村书记为总负责
人，划分为六大网格，6个点长为网
格片长，33 个村民组队长为网格组
长，设立生态巡护卡点6处，生态巡
查员12名，视频管控7处。做到任务
细化，分工明确，以“林长制”促

“林长治”，推动山变绿，村变富。
谋良策激发活力。杨亭村结合实

际，探索出符合山区发展的新模式：
在山顶上“戴帽”——加大公益林、
防护林保护力度，对大树、名贵稀有

树 木 挂 牌 保 护 ； 在 山 腰 上 “ 系
带”——种植经果林 （茶叶、杨梅、
蓝莓、油茶等）、观光林；在山脚下

“套靴”——在主干道沿线、自然村
庄栽种银杏、红枫、红梅、桂花、樱
花、红叶石楠、广玉兰等名贵苗木。
截至目前，已在村庄“四旁”栽种银
杏、红枫、红梅、桂花、樱花、红叶
石楠等苗木2万株。如今，杨亭村山
顶是公益林，山腰是经果林，山脚是
名贵苗木，全村森林覆盖率达到
58.66%，先后获得国家森林乡村、全
国生态文化村等荣誉称号。

促盘活共享红利。杨亭村依托

村集体 2700亩林场，大力发展茶叶
种植，现建成高标准生态有机茶园
1000 亩。引进绿丰园、太古林业、
舒平家庭农场等 10 家生态农林企
业，种植杨梅、蓝莓、樱桃等特色经
济林。打造花溪茶谷文旅项目，推动
茶旅、花旅、果旅、文旅、康旅有机
结合，助推乡村旅游发展，每年接待
游客超 10 万人次。杨亭村围绕“绿
色茶园、精品果园、生态花园、休
闲乐园、美丽家园”，打造家门口的
诗和远方。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王舒文）

山顶上“戴帽”山腰上“系带”山脚下“套靴”

五横乡：出门见绿 处处是景

本报讯 怀宁县把城市“体检”
发现的问题短板作为城市更新的重
点，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
更新工作。

怀宁县城2002年由石牌镇迁址
高河镇，至今已有 20 余年。近 3 年
来，怀宁县持续开展城市“体检”工
作，认真查找城市建设发展的短板
和不足，以及群众关心的“急难愁
盼”问题。该县依据城市“体检”结
果，编制城市更新总体方案和年度
实施计划，不久前，《怀宁县城市更
新总体方案（2024-2035年）》顺利通
过专家评审，为城市更新提供了科
学的技术支撑。

城市更新是城市“体检”的应有
举措。怀宁县以项目为抓手，近年来
大力实施迎宾街、兴民街等片区内

的排水系统、老旧小区、公共配套改
造项目，新建道路1.6公里；提升龙山
路综合改造，建造一条全长3300余
米、宽40米、设计时速60公里的城
市主干道；更新市政消火栓185套，
新建150套；进行城区排水系统提质
增效，普查及溯源调查排水管网310
千米，改造振宁学校、稼先路等14处
涝点管网，清淤养护、修复新建前进
河、永宁河流域城区段污水主管网。

通过各类项目实施，怀宁县有
效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增强城
市安全韧性，形成“城市‘体检’发现
问题，城市更新解决问题”的闭环工
作机制，积极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
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
员 丁振）

怀宁：

以城市“体检”促城市更新

本报讯 今年来，潜山市创新
宣传载体、拓宽宣传渠道，努力提
升居民政策知晓度和满意度，助推
城乡居保工作高质量发展。截至 9
月底，该市城乡居保参保达 34 万
人，今年来征缴保费 1.58 亿元，其
中个人选择 1000 元以上高档次缴
纳保险费达5444.81万元，取得了良
好效果。

“缴得多补得多老了也能领得
多，听了主播的介绍，我准备把今
年的缴费档次提高。”在潜山市居
保政策直播间，经常能看到类似的
互动留言。

潜山市居保中心开设城乡居
保政策宣传直播间，实时解答网友
提问，解答居民关心的热点问题，
引导居民积极参保，主动缴费。同

时，潜山市引入银行力量开展社保
业务“就近办”，打造“社银合作”新
模式，提升居民高频业务办理便捷
化和满意度。

“没想到在银行也能完成养老保
险认证，真是太方便了。”10月5日，
家住潜山市城区的陈会芳，对于前不
久进行的养老保险认证评价道。

“为什么要参保？选择高档次与
低档次缴费到龄时领取的养老金有
什么不同……”诸如此类的问题，潜
山市居保中心工作人员每一次政策
宣讲都要解答一遍——而今年以
来，他们已经深入基层开展政策宣
讲达100多场次，发放政策宣传册1
万多份，覆盖城乡居民34万余人。

（全 媒 体 记 者 何 飞 通 讯
员 汪新才）

潜山：

居保宣传入民心 惠民政策落实地

本报讯 近些年来，望江县杨
湾镇强化基层治理创新模式，总结
出“察、化、解”矛盾调解法，共建平
安杨湾。

为更好地“对症下药”，杨湾镇
各村采取“一听二看三走访”步骤，
综合判断矛盾纠纷产生的根源。首
先了解矛盾发生的前因后果，避免
一面之词；再进行实地查看，掌握
关键证据；最后走访周边邻居、事
发现场证人，多方求证，从“根”上
着手，看病配药方。同时，各村还
发挥德高望重人员、乡贤、亲朋好
友等“和事佬”“催化剂”作用，利用
群众力量潜移默化的影响当事人，
让当事人顾及“面子”，放下“架
子”，从而事半功倍地实现“大事化

小，小事化无”。
此外，杨湾镇各村还通过“明事

理”、“讲法理”的方式开展调解工
作，发挥“一村一辅警”、知法懂法的
干部调解本领，向纠纷当事人阐明
涉及矛盾纠纷的具体法条及规章制
度，说明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用身
边真实的“活案例”，给当事人普法、
释法，引导当事人达成和解。

今年以来，杨湾镇司法所联合8
个村调解委员会，调解矛盾纠纷89
起，纠纷调解成功率达100%，牢牢把
握了“矛盾不上交”这个“枫桥经验”
的核心要义，有力推动了社会治理
局势向善向好。

（通讯员 黄志敏 全媒体记
者 许娟）

望江：

化解“小纠纷” 构筑“大平安”

9月30日，在望江县雷池镇东洲
村文化广场，志愿者向村民宣传医
保政策。

望 江 县 雷 池 镇 通 过 面 对 面 宣
传、点对点解答、手把手指导、零
距离服务，宣传医保惠民政策以及
普及办事流程，着力提高群众对医
保民生政策的知晓度。

全媒体记者 江胜
通讯员 方向 摄

人人参保

有“医”靠

本 报 讯 村民搭台，文化唱
戏。10 月 1 日，在新中国成立 75 周
年之际，桐城市大关镇旵冲村民欢
聚一堂，共同品尝一场在家门口举
办的庆国庆文化盛宴。

“我们生在国旗下，长在春风
里。何其有幸，生于华夏……”文艺
演出以天真无邪的儿童舞蹈拉开
帷幕，曼妙的舞姿、动听的鼓声无
不传颂着对祖国的热爱。黄梅戏
《海滩别》、民族舞蹈《娥嫚》、桐城
歌《栀子开花枝搭枝》、快板书《新
旧对比》、书法表演《梦想启航 迎
接国庆》等节目轮番上演，一个个
独具旵冲地域文化特色的节目，让
舞台上下欢声笑语不断。

近年来，旵冲村党支部坚持党
建引领，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桐城歌为支柱，重拾“麒麟灯”、“十
番锣鼓”、鼓书说唱，旧曲新唱，着力
推进本土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旵冲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今天
台上的表演者们支持，参加演出
的部分演员已是耄耋之年，仍热
情不减。我们要做好旵冲文化的
接力者，努力挖掘地域文化亮点，
促进文游、农业融合发展，擦亮文
化名片，以文化软实力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旵冲村党支部书记倪
渐升感慨道。

（全媒体记者 付玉 通讯
员 董子琴）

桐城：
扎实推进地域文化传承发展

本报讯 近年来，宿松县洲头乡
坚持“景村融合”发展理念，推动乡村

“颜值”和“气质”同步提升，打造农文
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实现田园变公
园、村庄变景区、资产变资源，先后获
得“全国最美宜居村庄示范村”“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安徽省和美乡村
精品示范村”等国家级、省级、市级荣
誉称号12项。

变“田园滩景”为“风情水乡”

洲头乡健全以乡镇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为龙头，按照生态、产业、人文三
大功能定位，分类确定村庄的发展方
向、建设模式，着力打造以金坝村为中
心的康养综合区，建设环湖休闲自驾、
沿江生态观光和入园农耕体验三大环
线，构建“一核引领、三线支撑”的公园
乡村，荣获“全国美丽乡村创建试点
乡”称号。

洲头乡统筹上级财政资金、财政

衔接资金、专项债券等各类资金，创新
“企业帮、群众筹、乡贤捐”方式，多渠
道筹措建设资金，对乡村公园进行全
面巩固提升。同时，坚持“一村一景”，
利用现代农业产业园和村庄废弃地、
边角地等，有序开展乡村公园建设。截
至9月底，建成长江水生动物保护科普
公园1个、农耕文化体验公园1个、乡村
口袋公园10个。该乡依托沿江沿湖区
位，将江堤文化、泾江文化、渔民文化、
农耕文化融入乡村公园，重现长江“芦
苇丛生、江滩飞鸟”的原生态风貌，先
后获评“安徽省特色景观旅游名村”

“省级森林城镇”称号。

变“偏远渔村”为“诗和远方”

洲头乡围绕干净整洁有序，常年
常态长效目标，构建政府引导、群众参
与人居环境共建共享机制，进一步提
升农村区域整体面貌。今年来，先后开
展“三改一拆”“三边四化”“五水共治”

等专项行动，基本实现农村生活垃圾
“零增长”“零填埋”，河港沟渠干净畅
通，农村居民卫生厕所普及率和生活
污水处理率均达90%以上。金坝村获
评“全国最美宜居村庄示范村”。

该乡挖掘整理名士乡贤、民俗风
情，提炼地域文化传统、民间技艺、非
物质文化遗产，组织实施村史村事挖
掘和村庄档案建设行动，组织编印《泾
江风韵》等乡级文化丛书。建成全省首
家村级乡贤馆，打造“乡贤参事”基层
治理品牌，泗洲村、金坝村分别荣获国
家级、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开展

“身边好人”“志愿服务”“美丽庭院”等
评选等活动，积极发挥模范引领作用，
2014 年获评“全国文明村镇”，2017、
2021年连续两届通过复核。

变“乏善可陈”为“采菊东篱”

洲头乡主动对接上海“沁居”高端
民宿品牌改造提升龙潭人家民宿项

目，采取“公司+支部+合作社+农户”
的经营管理模式，盘活 32 户闲置民
宅和宅基地、11 处闲置校舍和农庄，
将民宿建在依田傍水的葡萄产业园
中，最大限度满足游客“吃、住、游、
玩、采”一条龙服务，打造集自然风
光、历史文化和现代休闲为一体的综
合民宿集群。今年以来，新增改造民
宿 58 处，可同时接待游客 600 余人。
该乡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果、蔬菜种
植，形成葡萄、油桃、黄桃、樱桃、小番
茄等果蔬采摘园10处，打造葡萄观光
长廊 2 公里，开展葡萄文化艺术节

“葡萄杯”篮球赛 48 场次、参与群众
达 1.2 万人次，同时，探索建立“果蔬
种植+休闲农业+观光旅游”新业态，
年接待观光采摘游客超 15 万余人
次，获评“国家级一村一品（葡萄）专
业示范村”“安徽省后备箱工程基地”
称号。

（通讯员 祝吉敏 全媒体记
者 付玉）

洲头乡：打造“归园田居 诗画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