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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以来，望江县人大常委会
在各乡镇村、街道社区、大型企业、产
业园区、行业协会建设全过程人民民
主基层实践点22个，切实把实践点打
造成展示民主的窗口、服务群众的平
台、推进工作的阵地，努力使人大职权
的行使全链条听到基层声音，为群众
办实事、解难事，持续赋能和美乡村
建设和基层治理。

“脏乱差”一去不复返

望江县人大聚焦民生关切，通过
建立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
点建设，丰富人大代表履职活动，广
泛组织开展人大代表走访宣传、代表
倾听民意、代表视察调研等活动，有
效拓宽了民意表达渠道，在听取收集
社情民意中，努力推动办好群众关心
的“难事”。

望江县长岭镇太白村七房屋自
然村“泉水洼”曾是“脏乱差”的典
型，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环境的呼声
强烈。江运全、虞焰娟两位人大代
表收集到群众反映的这个问题，走
访了屋场的群众，在充分了解情况
后，通过代表建议提交到县人大代
表履职平台，转交相关单位解决。

作为七房屋自然村，屋场大、范
围广，经济基础薄弱，群众诉求不统
一，镇村在整治过程中“无从下手”。
面对上述问题，江运全、虞焰娟两位
代表利用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
点接待群众，一点一滴听取记录群众
的意见反馈，从解决拆迁难题、做好
绿化保洁、拆除违章建筑到污水处
理，两位代表广泛听取百姓的知心
话，收集各方面意见，寻求最大“公
约数”，提出可行性建议，寻找问题

“最优解”。
太白村村委会、七房屋自然村及

村民多次沟通协调，确定多方参与的
整治方案：周边旱厕和违章建筑先行
无条件拆除，村委会整合资金负担施
工过程中的挖机和车辆经费，屋场负
责污水处理、小工工资和长期管护的
经费。在人大代表的推动和多方的
努力之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施工，曾
经的“泉水洼”治理难题终于得到破
解，“脏乱差”景象一去不复返，取而代
之的是洁净、畅通、有序的生活环境。

在推动“泉水洼”环境整治的过
程中，人大代表充分发挥了桥梁纽带
作用，及时将群众呼声和意愿转化为
建议，助力民生实事办实办好，办到
群众心坎上。

“薄弱屋场”旧貌换新颜

姜屋是望江县长岭镇杨林村从小
村并大村以来唯一不通屋场道路的
自然村，对于修建道路，当地群众意
见不一，矛盾重重，难以形成共识。

长岭镇人大代表周旦、汪绘充
为助力村庄建设治理，深入屋场和农
户广泛开展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倾听
村民建议，汇聚民情民意，并认真分
析研究，提出可行性建议。在推进屋
场建设过程中，群众的意见不一致、诉
求不一样。该村两位人大代表把姜屋
不同意修路的群众请到村人大代表活
动室来，听取、记录他们的意见和建
议，并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劝导工作，
言明利弊，解除顾虑，把群众的思想工
作做通了，群众参与基层建设和治理
的意愿就足了。

目前，姜屋自然村已新建水泥道
路2.4公里，安装路灯30余盏，栽种各
类绿植 300 余株，安装围栏 1.4 公里，
利用配套资金 30 余万元建成的乡村
文化大舞台业已投入使用。作为曾
经的老大难“薄弱屋场”，姜屋终于
旧貌换新颜，现已成为杨林村的“新
标杆”和“精品村”。

“摇钱树”种到心坎里

为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望
江县大力推进实施“摇钱树”工程。在
此过程中，该县各乡镇人大组织人大代
表深入田间地头和上门走访开展调研，
并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点和人
大代表活动室开展法律法规和相关政
策宣传，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到“摇钱
树”工程的建设当中来，同时发动各
村各户利用宅旁、村旁、路旁、水旁
等“四旁”和自留山、自留地等土地，
栽种薄壳山核桃等经济作物，美化房
前屋后、绿化村庄、增加收入。

“植树前，住宅区与道路之间存
在着一片空旷地带，尽管村委会定期
组织人员进行清理，但由于各种原因
这里仍然杂草丛生。现在不一样了，
自从我们在这里种上了薄壳山核桃
树，整个空地焕然一新，美观了许
多。而且，等到这些核桃树长大成
材，它们不仅能为我们提供阴凉，还
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真是一举多
得。”望江县长岭镇板桥村村民王爱
朝在与人大代表郭明华交谈时，满怀
感激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任育琦

望江县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本报讯 近年来，望江县依

托县域主导产业优势，加强农村
寄递物流体系建设，采取“邮快合
作”新运营模式，有效打通了农
产品进城和消费品下乡的双向
流通渠道，助力乡村振兴提速，
让更多群众享受到电商及农业
产业化带来的红利。

望江县“一盘棋”推动，发挥
政府引导作用，整合项目资金
3500 余万元，用于构建“1 个县
级物流共配中心+10 个乡镇转
运中心+118 个村级物流站点”
的寄递物流服务体系。组建 7
家 快 递 企 业 共 同 参 与 的 寄 递

物流协会，通过共享场地、设备、
车辆、系统等资源，实行“统一分
拣、直分到村、运投到村”，日均处
理进村快件1万件以上。该县整合
产业基地、仓储中心、电商服务
企业等信息资源，建立农村物
流共同配送信息平台，解决村
民取快递、寄包裹、销售农特产
品难的问题。目前，望江县已
开通 10 条乡镇寄递物流专线，
建成 118 个村级物流服务点，实
现从县级物流仓储中心到村级
网点配送时间不超过 2 天，月
均快递量近 500 万件。

（通讯员 范结平）

望江县：

推进“邮快合作”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近年来，望江县积极深耕
乡村人才沃土，聚力人才引育留等方
面，不断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智力资源
和发展动能。

倾心引才，汇聚乡村发展“生力
军”。望江县围绕纺织服装、绿色食品
深加工两大主导产业，依托国家级望江
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省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从本土挖掘农村党员、能人大户、致
富带头人参与乡村治理和产业发展，吸
引各类“乡土才俊”与“田野智囊”的归巢
集聚。该县拓宽人才引进渠道，依托驻
外招商站点、流动党组织、商会等建立
招才引智工作站，吸引在外乡贤、企业
家、专家学者等返乡创业、投资兴业。

全县上报市级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28
个，其中13个是在外乡贤直接投资，占
比 46.43%。该县秉持“选能人、用强
人”的原则，选派 187 名能力强、作风
硬、懂政策、爱农村的优秀干部扎根基
层，实现全县65个乡村振兴示范村、乡
村振兴重点推进村和红色村选派干部
全覆盖，构建出人才集聚的强磁场。

悉心育才，厚植乡村人才“成长
田”。望江县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
训，举办经营管理、专业生产和技能
服务等类型的高素质农民培训班，
2024 年累计培训 750 人次，通过现场
即时解答、深度对话、亲手操作等方式，
将学习场景移至田间地头，让理论知识

与实践操作无缝对接，全面提升学员的
专业技能与实践能力，力争培育出一批

“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
素质农民人才。该县坚持“师带徒、老
带新”，聚焦于沟通艺术、矛盾化解、
风险防控等核心领域，从思维启迪到
实务操作，全方位提升年轻干部在
基层治理中的实战能力；开展“点单
式培训”，持续开展农村干部“学历提
升工程”，2024 年组织参加院校学历
提升培训的村干部76人次，进一步优
化农村干部知识结构，推动优质教育
资源向基层延伸倾斜。

真心爱才，营造乡村人才“温馨
家”。望江县积极开展乡村振兴人才

初、中、高级职称评审工作，指导帮助评
选通过初级职称16人、中级职称27人、
高级职称10人，成功申报国家级乡村工
匠1名和省级乡村工匠4名。该县严格
落实党委领导联系服务专家制度，经常
性谈心谈话、常态化倾听诉求，利用中
秋等传统节假日，组织慰问驻村人才，
详细了解队员的工作、生活情况以及遇
到的难题。该县表彰一批扎根基层，在
乡村振兴、人才兴县、科技强农中作出突
出贡献的科技特派员，落实农业补贴、
金融贷款、税费减免等举措，让愿意上
山下乡、扎根田园的人才生活上有“甜
头”、工作上有“劲头”、事业上有“奔头”。

（通讯员 刘敏 张帆）

厚植人才沃土 汇聚振兴动能

本报讯 今年以来，望江县
数据资源管理局以巡察整改为契
机，将巡察整改作为提升政务服
务效能的重要抓手，确保巡察整
改问题不反弹，扎实推动行政审
批服务工作创新发展。

“严”字当头压责任。望江县
数据资源管理局成立工作专班，
细化整改任务，明确完成时限，共
查摆问题30个、制定整改措施104
条。“实”字为要提效率。该局大
力推进“只进一门”工作，先后撤
并医保、婚姻登记等6个分厅，实
现“一站式”服务，服务事项全部
进驻政务中心办理。“深”字打底
见成果。该局整合数据资源、优
化服务流程，将多个部门相关联

的“单项事”整合为“一件事”，上
线“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涵盖
社会服务、医疗保障、交通等多个
场景。该局流程优化重塑后，办
事群众及单位跑腿次数减少90%
以上，审批效率提速 60%以上。

“创”字提升强品牌。该局深化
“雷就办”服务营商环境品牌，组
建由窗口审批人员和16名有“行
政办事员”资质人员的帮办代办
队伍，主动提供“一条龙”服务，累
计提供延伸服务 540 次、服务对
象 864 人。在今年举行的“2024
中国城乡发展论坛”上，该局代表
望江县被授予“城乡政务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优秀地区”称号。

（通讯员 檀满苗 章鹏）

望江县数据资源局：

巡察整改推动政务服务效能提升

本报讯 10月 15日，在望江
县漳湖镇一望无垠的稻田里，沉
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秆，空气
中弥漫着阵阵稻香，收割机在
田间穿梭忙碌，机声隆隆，仿佛
吹响了丰收的号角。

“以前插秧、收割都是人工，
现在全程机械化作业，一亩田的
收割成本只需要70元左右，不仅
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大幅提高了
效率，还减少了水稻的破损率，保
障了粮食的质量。”说起机械化收
割带来的高效率，种粮大户程学
泽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自己
家就添置了2台收割机、1台打田

机、2台农业植保无人机，方便了
自家耕种，还能给周边村民提供
农事服务。今年我家水稻种植了
300亩，亩产量1400斤左右，按照
现在每斤 1.08 元的收购价，今年
产值有45万元左右。”

漳湖镇今年种植水稻 6.6 万
亩，9 月底开始收割水稻。为确
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该镇统
筹 多 台 收 割 机 进 行 不 间 断 作
业，按照农户实际情况制定秋
收工作计划，做到成熟一块、收
获一块、翻地一块，预计 10 月底
前水稻收割工作全部完成。
（通讯员 吴园园 方亚群）

漳湖镇：

机械强农助力丰收

本报讯 今年以来，望江县
吉水街道聚力抓好民生保障，以
办实事、解民忧为主线，持续办
好民生实事，绘就了群众幸福生
活的新图景。

吉水街道吉水社区“两委”深
入谋划，并积极争取财政资金10
万元，用于吉水社区老街、新街、
西镇路段230盏老旧路灯全部更
新为太阳能路灯，路灯投入使用
后，惠及周围居民1000余人。居
民们纷纷表示，他们切实感受到了
社区干部为群众办实事的态度。

吉水社区轧花厂路原先是一条碎
石路，路面狭窄且有部分损坏，当
地居民出行不便，面对居民的诉
求和期盼，吉水社区积极申报了
联网路建道路硬化项目，硬化路
面200米，同时进行了路面拓宽和
过路涵的安装。日前，吉水街道
清泉村结合开展“清洁行动”，对
该村3处当家塘进行集中整治，组
织群众20余人次，清淤800余米，
清理垃圾约5吨，既提升了水质，
又改善了周边居民生活环境。

（通讯员 帅领）

吉水街道：

心系民生办实事解民忧

10月17日，在望江县宝塔河闸站工程建设现场，施工单位正抓紧实施
老闸拆除，现场一片忙碌景象。总投资11450万元的望江县宝塔河闸站工
程，位于宝塔河和新东隔堤交叉处，由原有宝塔河泵站和城关节制闸拆除合
建而成，泵站总装机2400千瓦，总工期365天。该项目建成后，防洪标准将
由现在的20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的标准，在汛期来临时，能够极大提
高望江县城的防洪能力；在非汛期时，也能够从华阳河对宝塔河进行补
水，从而有效改善城区的水环境。 通讯员 汪勇 石腾飞 摄

本报讯 近年来，望江县鸦滩镇
因地制宜科学谋划，依托本地资源禀
赋，充分利用土地空间资源，着力打造
新型产业格局，在发展中突出“小产
业”的联农带农作用。

庭院经济让“方寸地”结出“致富
果”。鸦滩镇古炉村积极与帮扶单位
望江县林业局对接，为帮扶村农户解
决庭院闲置地，突出乡村产业特色，
大力发展特色庭院经济。按照群众
意愿和市场调研的情况，望江县林业
局为古炉村送去薄壳山核桃、柑橘、
桃子等果树苗木430余株，花卉、盆栽
100余盆，发展特色庭院经济60多户，

共帮助农户增收 10 万余元。今年以
来，古炉村通过发展“摇钱树”工程，
共种植 640 余棵薄壳山核桃树，预计
挂果后每株干果产量20公斤以上，能
为相关农户创收20余万元。

板下经济让“闲置地”绽放“致富
棉”。为充分利用光伏建设土地等资
源，进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在帮扶
单位望江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
的大力支持下，鸦滩镇枫岭村大力发
展“板下经济”，通过引进“农光互补”
项目，在光伏板下种植直播棉 57 亩。
直播棉每亩能采收籽棉150公斤，除去
化肥、农药、人工等投入，亩均纯收入

约 400 元，能有效提高村集体经济收
入。今年以来，鸦滩镇将光伏发电与
农业种植相结合，大力推广“农光互
补”绿色发展模式，利用光伏发电站板
下面积种植直播棉、艾草、杂粮等农作
物94.56亩，不仅挖掘和开发土地资源
价值，还促进农民增收，推动村集体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坝上经济让“荒芜地”种出“致富
草”。鸦滩镇三联村三冲圩境内圩坝
长约 2600 米、宽 15 米，春夏坝体两侧
杂草丛生，在汛期容易造成坝体渗漏
溃堤隐患，给圩内2000余亩粮食作物
带来威胁。三联村通过市场调研了

解到艾草作为中药材，种植成本低、
亩产收入高、管理方便、经济效益好，
且根系发达、能有效覆盖杂树和杂
草，大大节省了防汛和大坝管理成
本，艾草成熟后还能当药材销售，产
生很不错的经济效益。在广泛征求
村民意见后，三联村决定创新性地在
大坝内坡栽种艾草，提高防汛能力的
同时，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
产业发展和防灾减灾的“双赢”。整
个坝体栽种面积 120 余亩，全村投入
16万余元进行坝体平整及艾草栽种，
每亩艾草成熟后收益达到1000元。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高小平）

发展特色“小产业” 书写富民“大文章”

▶10 月 15 日，望江县长岭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抢抓时节开
展再生稻再生季测产，准确掌握再生稻生长情况，综合评定其收成。长岭镇今年种植再
生稻 6000 余亩，经过实地测产，再生稻再生季平均亩产 225 公斤（比 2023 年同期增产
15%），加上头季亩产超 700 公斤，全年亩产超 900 公斤。 通讯员 檀春红 摄

图 说

◀10月19日，望江县雷池镇套口村的“订单
高粱”迎来丰收。这片高粱地有100多亩，亩产超
过400公斤，火红的高粱成为乡村振兴路上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为当地农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通讯员 沈凡 项守兵 摄

增产增收好“丰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