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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近年来，桐城市青草镇将“美丽
庭院”建设工作作为助推美丽乡村建设的有力
抓手，引导全镇广大妇女和家庭遵循“绿色、自
然、环保、乡土、特色”理念，积极投身“美丽庭
院”建设实践。

青草镇积极开展“美丽庭院”创评工作，形
成了镇推进、村落地的工作模式，并由妇联执
委、妇女代表组成评议小组，对“美丽庭院”户
开展评议，推动农村家庭全面创建“美丽庭
院”。镇、村两级妇联通过大力宣传普及卫生
清洁、绿色生态等基本常识和科学文明生活理
念，引领妇女实施庭院洁化、绿化、美化，积极
参与改厨改厕，养成科学文明生活方式，培育
了一批新时代庭院女主人，带动形成了爱国爱
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
家庭文明新风尚。截至目前，青草镇创评村级

“美丽庭院”1100余户、镇级220户、桐城市级
30户、安庆市级4户。 （通讯员 李俊琼）

青草镇：

凝聚“她”力量 建设“美丽庭院”

本报讯 “现在水泥路通到了家门口，
路旁增装了路灯，村里还修建了休闲广场，
晚上可以在路灯下散散步或到休闲广场锻
炼身体，我们很开心。”近日，桐城市新渡镇
九重村村民谈起身边的变化时赞不绝口。

九重村有31个村民组3150余人，是省级
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今年以来，该村坚持
党建引领，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重点完善道路硬化、村庄绿化、路
灯亮化等基础设施，让农村增“颜值”、提“气
质”、升“品质”，全面建设更加宜居宜业的美
丽乡村。今年9月，桐城市人大代表、九重村
党总支书记洪叶灿接到村民反映，该村程塘
至金坂村民组主干道上没有路灯，影响村民
夜间出行。为此，九重村投入6.3万元，在程
塘至金板村民组2公里村道上安装了45盏太
阳能路灯，解决了当地 3000 余名村民夜晚

“出行难”问题。 （通讯员 孙传银 汪清）

新渡镇：

路灯亮化便民出行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激发社区
潜能，增强居民幸福感，迎江区人民路街道
炮营山社区以党建为引领，以居民需求为核
心，努力打造一个集学习交流、文化娱乐、
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

炮营山社区强化党群服务驿站的党组织
核心作用，通过定期举办“党员先锋行”活
动，让党员成为社区治理的排头兵，用实际
行动诠释初心使命。该社区党群服务驿站
定期举办书法、绘画、摄影等“文化沙龙活
动”，邀请党员和群众共同创作，不仅丰富了
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还促进了邻里间的相
互了解和友谊。该社区在党群服务驿站内
设立“民情收集箱”，鼓励居民提出意见和建
议，工作人员定期整理分析，形成“民情日
记”，确保居民需求都能得到及时响应。下
一步，炮营山社区将继续以党建引领为灵
魂，不断探索更多元、更贴心的服务方式，把
党群服务驿站打造成居民的精神家园。

（通讯员 段习萍）

人民路街道：

党群驿站问需于民服务于民

本报讯 抬头有湛蓝的天空，
低头有精致的绿茵，远眺有如画的
风景，静坐有香甜的秀色。在宿松
县洲头乡，一庭一院一世界，一村
一落皆美景，在初冬时节更显宁静
与美丽。

记者走进洲头乡下夹村祝香枝
家，只见干净整洁的庭院、摆放有
序的家具、明净透亮的窗户，处处
彰显着屋子主人的勤劳。农家小院
里，物品摆放整齐，蔬菜生机勃
勃，田园气息十足。

“我们一家人都喜欢养花种草，
一有空闲时间就在自家庭院边的空
地上栽种花草。”祝香枝说，院外就
是村里的公园，不能辜负了这个“大
环境”。祝香枝家周边绿树环绕、风
景如画，她家庭院与外面景色相互

映衬着，十分美观，也体现出了她对
生活的热爱。

“一方庭院承载人间烟火，一
方庭院胜过诗和远方。屋明水
净、花园围绕、景点处处，文明
不仅在整洁的道路和绿化中，更
在群众的宅前屋后和自家庭院
里。文明，正是由一个个勤劳的
村民自己创造的。”下夹村党总支
书记潘玉峰说道。

在洲头乡，户户皆是景，家家讲
文明，像祝香枝家这样的“院景”比
比皆是。

洲头乡泗洲村许明龙家，门
前就是奔涌的长江，在他家院落
里，果树的落叶与纤细的草芽，
延伸出了一幅灰绿相间的油画。

洲头乡宗营村石炳江家，屋

后是阡陌小道，鸡鸣狗吠中彰显
出现代村落的烟火气息。石炳江
热爱种植花木，门前花园里种着
许多小树，屋后种植各样花木。
他待人热情大方，一直秉持着“小
家美才能大家美”的理念，经常向
周边的邻居传授栽培花木的心
得，鼓励邻居在自家的房前屋后
种植花木以美化环境，他不仅无
偿为别人提供花草，而且指导栽
培技术，积极引导大家做 净 化 、
绿化、美化环境的使者。

如 今 ，石 炳 江 左 右 两 边 的
邻 居 家 ，也 都 是“ 别 有 洞 天 ”，
一 派 花 木 满 园 、鸟 语 花 香 的 美
好景象。

宗营村位于洲头乡省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这里的育秧中心门

口的体验稻田，成为游客体验农
耕文化的“打卡”点，每年接待
游客约 15 万人次。该村在发展农
业特色产业的同时加快了农文旅
融合发展，带动了村民务工增
收。从年头到年尾，产业园各个
种植园区车水马龙。“年轻的外
出人员也返乡投入到种植行业，
有的在产业园务工，剩余劳动力
就近消化，就连七八十岁的老人
都加入了其中。”宗营村党总支
书记洪凤珍介绍。

“ 人 居 环 境 改 善 了 ，村 民 生
活 品 质 也 提 高 了 ，更 带 动 了 家
风 、乡 风 的 提 质 ，为 和 美 乡 村
持 续 发 展 增 添 了 后 劲 。”洲 头
乡 党 委 副 书 记 夏 县 中 说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由 点 成 线 、由 线 到
面 ，把 一 处 处“ 小 家 美 ”连 成 一
片 片 农 村“ 大 家 美 ”，正 推 动 着
建 设 宜 居 宜 业 宜 游 的 高 品 质
生 活 强 乡 。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
员 司舜 袁洁）

洲头乡：以“小家美”促进“乡村美”

靠山吃山
山村吃上“文旅饭”

地处深山的唐湾镇蒋潭村，
森林覆盖率达 90%以上。该村有
一座海拔高度约700米的水库，名
叫甲辰庵水库，附近山上的山泉
水随着溪流缓缓汇入其中。在气
温、水温、湿度的通力合作下，甲
辰庵水库的表面常常有薄雾蒸腾
而起，风一吹，仿佛奔腾的浪花，
已成为当地一景。

甲 辰 庵 水 库 薄 雾 蒸 腾 的 场
景，大多出现在清晨和傍晚，要守
候如此美景，住在旁边就再适合不
过了。沿着水库边的水泥路向山
上走，不远就是一处200余亩的生
态茶园，茶园中间就有一处民宿。
这处依托茶园建设的“靠山吃山”
的景区，名叫雾聚茶谷。

“雾聚茶谷的核心部分，原本
是村集体闲置多年的茶厂厂房，如
今已是集住宿、餐饮、休闲、会议于
一体的多功能民宿。”蒋潭村党支
部书记朱爽介绍，该村按照“茶园
景区化、农旅一体化”思路，先后在
雾聚茶谷建设茶园观光步道、观光
亭等基础设施，以茶叶基地为载
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旅游体
验为核心，打造茶旅经济链。

在唐湾镇，当然不只是村集体
在谋划农文旅融合产业，当地村民

也在从中寻找“致富经”。
11月9日是周六，在这个晴朗的

周末，位于蒋潭村的聚秀庄园生意
火爆。“返乡创业的想法很早就有
了，前年听说我们蒋潭村正在创建
省级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就决定
回来做乡村民宿和餐饮。”聚秀庄园
负责人叶远红介绍，目前聚秀庄园
年收入100万元。

在唐湾镇，正在建设的农文旅
融合项目就有三色山居茶旅度假
村、望狮岭红色教育研学社、张湾
民宿群等。

9日上午，记者在望狮岭红色教
育研学社项目现场看到，该项目主
体工程已完工，正在进行内部装
修。“项目总投资2980万元，总建筑
面积 4725 平方米，设置有宿舍 62
间，还有报告厅、讨论室、食堂、厨房
等。”朱爽介绍，该项目年内就将建
成投入运营。

近年来，唐湾镇依托辖区内
红色遗址、绿色生态、古色底蕴的
三色资源优势，充分挖掘弘扬红
色文化、非遗文化、传统文化，精
心打造中共桐怀潜中心县委第一
次代表会议旧址、红旗洞、泛螺寨
杜鹃花等特色精品景点，形成“千
年文都，红色茶乡——唐湾”“文
都古韵，红色茶乡——桐城文化
探寻之旅”等精品线路，每年吸引
游客 1.3 万余人次，带来直接经济
效益近200万元。

靠水吃水
清泉成为经济“活水”

正如涧溪源源不断汇入甲辰庵
水库，水库中的水也在源源不断流向
山下的黑洼河。黑洼河边，一个“靠
水吃水”的生态项目正在施工中。

“甲辰庵水库下游的黑洼河，
水质优良且水量充沛，已建有 200
平方米蓄水池，具备建设山泉水厂
的基础条件。”唐湾镇党委副书记
刘春介绍，2023 年底，该镇将山泉
水厂项目申报为唐湾镇 2024年第
一批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争取
到库扶资金300万元，在闲置的原
大塘粮站的建设性用地上建设库
扶产业车间。

据了解，唐湾镇山泉水厂用地面
积2730多平方米，新建2条全智能生
产线，生产富氢水和富锌水，预计投
产后年经营收入达7000万元，可为村
集体年增加可持续收入40万元，并提
供150个就业岗位。建设这样一座山
泉水厂，300万元是远远不够的。

近年来，该镇聚焦自身优质资
源，精谋“双招双引”项目，其中一
项举措就是通过“内搭平台、外联
老乡”，以“乡情”为纽带，推动“乡
亲乡建”行动，发动在外能人乡贤
为家乡招商引资牵线搭桥，或直接
回乡投资兴业。在此过程中，该镇
与杭州北江集团有限公司就山泉
水项目达成合作意向。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成色足”

从唐湾镇的巍巍青山所流下的
泉水，不仅可以喝、可以看，还滋润
着多项生态产业。

该镇围绕“一片叶子、一粒锌米、
一朵木耳、一盒粉丝”，做优小花绿
茶、有机大米、木耳、羊肚菌、粉丝等
特色农产品，打造生态、有机的“唐湾
山里货”，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销
售，实现农产品年销售额约1.5亿元，
带动周边150余户农户就业增收。

以茶叶为例，该镇现有茶园面
积达1.8万亩，其中良种茶园达80%

以上，规模茶叶加工厂36家、茶叶
公司10家、茶叶专业合作社12家、家
庭农场5家，年产值约7600万元，培
育出了雾脊岭、启根家庭农场、二姑
山、白雾尖、沁润农业、长发农业等
一批叫得响的茶业品牌，并在国内
各种茶叶评比中多次斩获奖项。

“种植有机水稻，就必须在水
源、土质、施肥、除草、加工等各个环
节严格依照有机稻生产规程进行操
作，包括回收农业废弃物、杜绝除草
剂残留、减少化肥农药用量、增加土
壤有机质含量等。”省级生态农场唐
湾镇翠萍农场负责人唐翠萍，每每
谈到“生态有机”话题时，总是愿意
与人分享专业知识。她告诉记者：

“我们现在发展有机水稻120多亩，连
续七年获得国家有机农产品认证。”

至于“生态有机”所带来的收
益，唐翠萍同样深有体会：“我们农
场出产的大米，每斤价格在 12 元
到 20 元 之 间 ，每 亩 收 入 能 达 到
4000 元，销路也是不愁的。今年，
我们水稻还没收割，优质稻米就被
客商预购一空。”

红色山乡走出发展新路径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黄丹 汪婧

青山绿水环抱的桐城市唐湾镇，地处大

别山革命老区，境内有中共桐怀潜中心县

委第一次代表会议旧址、大独山烈士陵园

等 7 处革命遗址。作为红色热土的唐湾镇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坚定不

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秀美青山

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多彩“金山”。

桐城市唐湾镇雾聚茶谷景区航拍图。 唐湾镇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