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太湖县牛镇镇坚持党建
引领，以“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为
指引，不断探索挖掘更加多元、更有
实效的社会治理新举措，走出一条源
头治理、多元共治、和谐共享的基层
社会治理善治之路。

同义村紧扣“好家风、优家教、
崇家训”，深度挖掘并传承阮氏祠堂
功能，广泛发动老党员、老干部、老
长辈等乡贤参与问题协调，着力将其
打造成群众家门口的矛盾纠纷化解

“议事堂”，共同促进村民议事的深度
融合与协同增效，进一步畅通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同义村先后在
阮氏祠堂举办文艺活动6场、开展干
部夜访20余场、党群议事会2次，累

计化解矛盾纠纷23起，收集群众建议
48条。“祠堂议事”切实成为推动和
美乡村建设、改善民生福祉的助推
器，成为集矛盾纠纷化解、平安建设
宣传、村民自治民主议事等多功能于
一体的基层社会治理新平台。

自“四事四权”工作法推广以
来，牛镇镇龙湾村结合自身特色，探
索“党建+”网格化治理模式，健全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镇村微治理组
织体系，把基层各类网格整合成治理

“一张网”，疏通共治共享“脉络”，
推动基层治理由“镇村独唱”变为

“党群合唱”。同时，“五老”人员发
扬人熟地熟事熟优势，开展入户走
访、政策宣讲等工作，成功调解群众

邻里关系、婚姻家庭纠纷、林权纠纷
等民生事项，实现了“老将出马、一
个顶俩”的效果。

“龙湾村于2022年 10月开展‘四
事四权’工作法以来，在村部一楼设
立了‘吾老湾’调事厅，积极调动

‘五老’成员的工作热情，充分发挥
‘五老’队伍的关键性作用，大大提
升了基层治理效能。”牛镇镇龙湾村
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徐杨龙说。

牛镇镇坚持党建引领，探索一套
成系统、易操作、真管用的“红小
牛”基层治理模式。根据各村实际探
索出“祠堂议事”和“吾老湾”调事厅等
基层治理新举措，以干部夜访为关键
点，结合运用“四事四权”工作法，在夜

访中查问题、明方法、化矛盾，落实“四
事”流程，保障“四权”落地，达到破解
基层梗阻的实际效果。同时，该镇通
过身边人讲身边事，用群众喜闻乐见
的方式、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多层次
全方位政策宣讲，党员群众现场积极
发言，提问交流，实现了台上台下

“两个话筒”，变“单向灌输”为“双
向互动”的良好局面。

“牛镇镇以‘新时代六尺巷工作
法’为指引，持续打造‘红小牛’基
层治理品牌，做到政策宣传在一线、
解决问题在现场、矛盾化解在基层，
群众安全感、满意度稳步提升。”牛
镇镇镇长陈慧丰说。

（通讯员 刘鑫 汪勉）

政策宣传在一线 解决问题在现场

多元共治促进基层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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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太湖县持续加快推进城
乡公交一体化发展，不断优化城乡公
交基础资源配置，提升城乡公交营运
服务质量，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
群众出行需求。

10月 1日，太湖县城乡公交一体
化进入试运营阶段，标识统一规范的
城乡客运公交车，穿梭在各个乡镇村
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些客
运班车由国有客运公司实行公司化经
营，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统一排
班、统一服务，固定发车间隔和班

次，在停靠站点停车上下客。乘客们
通过微信扫码、支付现金、出示证件
等方式支付车票后有序入座。“我是
徐桥人，要经常坐公交车来县城办理
一些事情，现在车次增加了，发车的
时间也固定了，我可以根据发车时间
来乘车，比以前方便多了。”家住徐
桥的乘客李文慧，从县城办理完事情
后，乘坐公交返程。

除此之外，针对 70 周岁以上的
老年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残
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的优惠乘坐相关

配套措施正在逐步实行。家住城西
乡界址村的杨求早今年八十岁，由
于老伴身体原因，杨老经常要乘坐
班车往返县城医院给老伴购买常用
药品，对于改革试行后的针对免票
政策，他十分感激，“现在 70 岁以
上老人乘坐公交免费，我坐公交去
县城都不需要花钱了。”

截至 11 月初，太湖县城乡公交
共投入车辆 86 辆，日发 178 班次。
试运营期间，乘运公司将在车辆调
配、线路调整、站点布局、安防监

控、票价支付等方面做进一步完
善。至2025年 1月 1日起，该县城乡
公交乡镇覆盖率将达到 100％。“下
一步，将全力推行城乡公交一体化
运营，做好服务和安全工作，结合
群众实际需求，科学优化线路、班
次，充分满足群众出行需求。同时
将加强行业监管，督促企业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车辆全平稳
运行。”太湖县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
心主任何润波表示。

（通讯员 徐丹 苏勇 许思遥）

城乡公交一体化让群众搭上“幸福车”

本报讯 太湖县坚持将“四好农
村路”建设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先导性
工程，坚持高标准建设、新机制管
理、专业化养护、一体化运营，不断
加快农村公路“建、管、护、运”协
调可持续发展。

日前，太湖县开展2024年度“我
家门口那条路”东五公路特色展示周
活动，全面展示太湖“四好农村路”
建设发展成效。

东五公路起于省道246线大塘村

大塘角路口，全段自东向西延伸，其
终点接江塘乡外环线。途经江塘乡大
塘村、东升村、毕岭村、江塘村，是
连接江塘乡多个村庄的重要交通要
道。公路全长6.619公里，采用“单改
双”的形式，路面由原来的3.5米路
面扩展到6米路面。

“沿东五公路蜿蜒而行，新修建
的柏油路让人眼前一亮，沿线两旁风
景秀美，彩旗飘飘，村庄错落有致，
一片田园风光，车行其中犹如徜徉在
多彩的生态长廊。”“一路向阳”秋游

骑旅活动中，队员们身着统一服装，
沿着东五公路骑行，一路欣赏秋日美
景，感受骑行带来的快乐。

展示周还举办了“绿色出行”
百人绿色徒步活动，吸引了众多公
路建设者和周边村民参与；“文明交
通 安全交通”进校园宣传活动，
向学生们普及交通安全知识，提高
他们的交通安全意识；“最美农村
路”摄影、诗词采风活动，吸引了
众多摄影爱好者和文人墨客；便民
路、产业路、致富路”和美乡村建

设、产业发展成果展示活动，体现
了东五公路的修建，不仅方便了群
众出行，还促进了产业发展，吸引
了大量游客观光，成为了一条名副
其实的致富路、幸福路。

“十四五”期间，太湖县建设农
村公路提质改造工程456公里，全县
公路总里程达到4100公里，174个建
制村全部通硬化路，道路养护率及建
制村通客车率均达100%，形成安全、
便捷、高效、通达的交通网络。

（通讯员 徐虹 苏勇）

“我家门口那条路”成了幸福致富路

本报讯 太湖县刘畈乡洪河村积
极争取项目和资金支持，因地制宜打
造和美乡村。

2023年，洪河村“两委”积极谋
划，将金龙组成功申报为省级美丽中
心村建设项目。村“两委”坚持规划
先行，并充分征求群众的意见。该村
坚持自治、法治、德治合一，坚持知
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融
合，“两委”人员深入村民家中，倾

听民声，及时修改设计方案，让设计
方案更贴近群众；在工程施工中，选
任村民代表，成立建设理事会，负责
项目建设监督和日常矛盾协调工作。

项目区内有一条小河贯穿四个村
民组，两边自然环境优美，该村结合
地理现状，打造“五小园”项目，在
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寻求群众的
积极参与。得知家门口规划建设省级
中心村项目时，乡贤朱九良主动对接

村委会，了解相关建设情况后，自主
筹资30万元，用于中心村道路黑化、
网红拱桥建设等。

在乡、村两级统一部署之下，各项
工作稳步推进。截至11月初，洪河中心
村已硬化道路500余米、新建400余平
方米的文体活动广场一处、铺设污水管
网700余米、新建污水湿地1处、新建停
车场2处、安装路灯40余盏。中心村范
围农户改厕完成率100%，中心村庄绿

化率达60%，实施“摇钱树”项目，种植
银杏100棵、油茶3000余棵，生态环境
和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提升。

“下一步，将常态化开展人居环
境改善，提升村民自治能力，让广大
群众成为自觉维护家园的参与者和受
益者，提高生活品质，建成宜居宜业
的和美乡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
会主任胡治权表示。

（通讯员 胡治进 詹霖）

因地制宜打造宜居乡村

本报讯 太湖县大石乡西湖村
立足村情实际，坚持人居环境整治
和法治氛围营造两手抓，大力推进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西湖村将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和
美乡村建设的基础，积极争取省级
和美乡村建设项目，共计投入270
万元，惠及全村 124户 497人，分
为污水治理和地面环境整治两大工
程。前者新建设施整治污水塘，解
决排放问题；后者涵盖沟渠、改
厕、道路、公共环境及空间改造。
工程实施后，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宽敞整洁的道路、内涵丰富的文化
墙、规划统一的小菜园……让这里
成了村民心中理想家园。

“这里的环境比以前好多了，
以前是草地，现在是广场，各方面
都改善了，水泥路变成柏油路，条

条路都通畅。”村民查力长说。
西湖村的和美乡村建设项目不

仅注重外在环境的提升，更重视内
在品质的塑造。在改善村居环境的
同时，该村积极营造法治文化氛
围 ， 为 乡 村 建 设 提 “ 颜 ” 增

“质”。该村以法治西湖为主题，打
造法治广场，完善设施配套，提升
文化氛围，打造美丽庭院，崇扬美
德树新风，使广大群众自觉参与到
村里的各项活动中来，做好主人，
提升大家的幸福指数。

“下一步，将以党建为引领，
完善基层治理新模式，以自治为基
础，以法治为保障，以德治为先
导，共同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
村。”西湖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陈立恒说道。

（通讯员 徐虹）

和美乡村建设提“颜”增“质”

本报讯 天然气宜南线——太
湖潜山支线项目属太湖县、潜山市
合资建设的安庆市基础设施建设重
点能源项目。当前，参建各方正全
力以赴抢工期、赶进度、盯质量、
保安全，推动项目建设“加码提
速”，奋力冲刺四季度，力争尽早
完成建设任务。

在天然气宜南线项目太湖分输
站建设现场，车辆来回穿梭，测绘
人员进行场地标高测量复核，数名
电焊工对设备基础钢筋进行绑扎加
固。施工现场呈现出一派繁忙有
序、热火朝天的景象。经过一年多
的建设，该项目的管线工程已经接
近扫尾阶段。

“接下来，将转入太湖潜山两
个分输站的建设，两个分输站现在
进行的是站内基础设施浇筑，站内
设施经过招标，采购的设备已经完
成生产，正在发运途中，一旦站内

基础完成即可到场安装调试试运
行。”天然气宜南线项目太湖潜山
支线项目部负责人魏立群说。

该项目是安徽省 2023 年重点
能源项目，由太湖县、潜山市人
民政府投资兴建，是造福两地百
姓的重大民生工程。起于宿松支
线凉亭分输站，止于潜山市黄泥
镇潜山分输站，途经宿松县、太
湖县、潜山市。建设内容主要为
长输管道和分输站建设，设太湖
观音村分输站、潜山黄泥分输站2
座 工 艺 站 场 ， 铺 设 管 道 36.4 公
里，设计压力6.3兆帕，设计输气
规模 1.4 亿立方米每年，项目总投
资1.5288亿元。项目建成后，将进
一步优化能源结构，提升供气保
障能力，对于城乡居民、企业安
全、高效用气，推进太湖绿色低
碳转型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通讯员 黄德丰 许思遥）

天然气宜南线建设“加码提速”

本报讯 太湖县立足本地文化
旅游特色优势，打造独具一格的环
花亭湖旅游风景道，谱写交旅融合
发展新篇章。

环花亭湖旅游风景道是 FB05
“三湖一山”旅游风景道的重要组
成部分，全长约140公里，途经晋
熙镇、寺前镇、汤泉乡、牛镇镇、
天华镇等，串联花亭湖和五千年文
博园两个 4A 级景区及西风禅寺、
赵朴初文化公园、梅河谷、栀子花
岛等景点，是太湖旅游文化资源最
丰富，交旅融合发展最有价值、最
具代表性的线路。

环花亭湖旅游风景道以生态更
美、道路更活、文化更浓、产业更
强为立意，着力打造皖南交旅融合

发展交通强国试点标杆工程。该项
目一期工程全长 50 公里，目前农
村公路段 26 公里主体工程已全部
完成；省道246、省道343段24公
里主要建设内容有主体工程、服务
设施、标识系统、廊道塑造等，建
有停车区、观景平台、小游园、休
憩点、交通形象墙等，公路两侧
挡墙美化采用黄金麻贴面处理，
重点路段实施路域环境治理，对
绿植进行修剪移栽或补植提升。
该段正在实施路面白改黑与边沟
升级改造，计划 2025 年完工；二
期工程主要实施寺前至牛镇段约
40 公里，正在开展施工图设计，
计划2025年开工。

（通讯员 刘辉 王陈鹏）

环花亭湖旅游风景道建设如火如荼

本报讯 眼下，正是花亭湖秋
捕的黄金时期，碧波荡漾、水光潋
滟的湖面上，工人们忙碌地撒网、
捕网，呈现一派鱼跃水面、水美鱼
肥的丰收场景。

“花亭湖鳙鱼”通过国家有机
食品论证，获得中国绿色食品认
证。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花亭湖
优良的水质，为“花亭湖鳙鱼”提
供了最佳的生长条件。“现在正是
秋捕时节，公司主要采取赶拦刺张
的捕捞方法，组织了40多名工人，
日夜坚守在湖面上，保证按质按量
地完成秋捕工作。”花亭湖水产公
司生产技术部经理章强满说。渔船
将捕捞回来的鳙鱼放入暂养箱，在
暂养箱里进行 20 天以上的瘦身去
脂，达到肉质细腻鲜美的效果后才
会正式上市。这些鳙鱼目前主要通
过订单和电商销售的方式，销往各
大城市，深受消费者青睐，今年预

计产量300万斤左右，产值有望达
到3000多万元。

“这一次秋季捕捞工作分为三
个网次，产量可达 180 万斤左右，
由于秋季鱼的品质较好，目前市场
上供不应求，远销深圳、西安、南
京、上海等地。”花亭湖水产公司
市场营销部负责人李龙说。

太湖县始终坚守“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理念，全力保护好花
亭湖“一湖碧水”，坚持实行“人放天
养”的原生态养殖模式。同时启动

“一条鱼”工程，保障花亭湖鳙鱼绿
色、生态优良品质，促进花亭湖鳙鱼
增产增质。近年来，随着鱼苗投放
数量的增加，捕鱼作业也由一季冬
捕变为全年捕捞，不仅形成了良好
的生态循环食物链，更让“太湖风
味”伴随着有机鳙鱼“游”过千山
万水，入“味”万户千家。
（通讯员 苏勇 王璇 梅大宋）

秋捕鳙鱼正当时

太湖县大石乡卓铺村发展苔藓
种植特色产业，并逐步建成苔藓培
育、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
帮助农民致富。

卓铺村全村300余人在家门口就
近就业，线上线下实现年产值 2000
多万元，推动了这一特色产业出村
进城，成为室内装饰、盆景绿化等
业内市场的“香饽饽”。

通讯员 刘辉 摄

特色产业
出村进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