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宿松县洲头乡筑牢“扫
黄打非”防线，守护乡村文明净土，
取得良好成效。

“扫黄打非是硬仗，群众要把眼擦
亮。凶残暴力血腥状，淫秽色情很肮
脏。侵权盗版躲又藏，违法网站触法
网……”这是由洲头乡“扫黄打非”
志愿者宣传队创作的快板书中的一
段，讲述“扫黄打非”工作内容和开
展“扫黄打非”重要意义，引导群众
积极参与“扫黄打非”活动，增强抵
御有害信息和自我防护意识，提升共
同守护美好家园观念。

洲头乡是“全国文明村镇”，乡党
委以党建引领凝聚强大合力，成立

“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乡党委书
记担任组长，定期组织召开“扫黄打
非”工作会议，高位推进“扫黄打

非”工作。乡村组建“扫黄打非”志
愿服务队，由党员干部带头，每季度
至少开展志愿服务一次，充分发挥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让群众了解‘扫黄打非’，
打击淫秽色情、暴力恐怖、封建迷信
等有害出版物及网络信息的传播，引
导群众自觉远离文化垃圾，共同抵制
各种低俗文化和不良信息，鼓励大家
共同营造健康、向上、和谐的社会文
化环境。”参加“扫黄打非”工作的一
位志愿者说。同时，洲头乡以每月支
部“主题党日”活动为契机，组织支
部党员开展“扫黄打非”宣传教育，
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扫黄打
非”工作中来，形成上下联动、齐抓
共管的良好局面。

洲头乡交通发达、经济活跃，人

口稠密，是三省毗邻地区。为此乡里
融合矩阵提升宣传实效，依托农家书
屋、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 等公共
文化服务阵地，结合多种形式的活动
推进“扫黄打非”宣传，不断提升群
众对“扫黄打非”工作的认识。乡村
两级始终聚力“护苗行动”为成长护
航。乡“扫黄打非”办公室联合相关
部门对重点场所开展“扫黄打非·护苗
成长”校园周边文化市场专项检查，
对经营场所负责人普及“扫黄打非”
知识，规范经营行为；开展“扫黄打
非”进校园宣传活动，发放“绿书
签”和“扫黄打非”宣传资料800余

份，为学生们健康成长保驾护航。“通
过以案释法方式，加深我们对‘扫黄
打非’的了解，也引导了孩子们远离
非法出版物和网络有害信息，倡导绿
色阅读、文明上网。”一位参加活动的
家长说。

“净化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环境，
引导广大群众、青少年远离和抵制不
良信息，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更是工作
方向，全乡将继续营造文明、健康、
有序的社会氛围。”洲头乡宣传委员
袁洁说。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司舜）

凝聚合力 齐抓共管

“扫黄打非”守护乡村文化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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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初冬时节，皖水潺潺，
绿草茵茵，风光秀丽，漫步在怀宁县
洪铺镇黄山村象鼻嘴中心村庄，俨然
一个令人追逐的“世外桃源”。这里也
被游客誉为“小黄山”。

象鼻嘴中心村庄，所处皖河中
游，又是北部支流洪铺镇的出水口，
象山东侧延长的山脊伸向河中，宛如
大象的长鼻子，因此得名。尽管是初
冬，但这里已经一片碧绿，一派“风
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景象。一幅幅
色彩斑斓的文化彩绘墙跃然眼前，精
心打造的村庄错落有致，加之各种文
旅设施的巧妙点缀，美化了村民生产
生活环境，扮亮了村庄“颜值”，也吸
引着一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围绕集文化旅游、乡村旅游、研
学旅游、休闲度假、农旅体验、健康
养生于一体的多元化体验式休闲村
庄，我们着力打造安庆美丽‘后花
园’，使洪铺镇成为市民假日休闲目的
地。”洪铺镇党委副书记汤霖说。

得益于美丽乡村建设，象鼻嘴中心
村庄每天吸引了一大批游客到村中旅
游，不仅富了村民，也让村集体有了可
观收入。“我们村从以前鲜为人知的偏
僻闭塞山区小村庄，摇身一变成为宜
居、宜游、宜业的‘网红流量’新农村。”
黄山村党总支书记徐转娥骄傲地说。

56岁的村民汪艳萍常常会在“朋
友圈”晒一晒自家的农家乐美味佳肴
和村里的山水风光。在汪艳萍看来，

除了交通便利等地理位置优势明显，
黄山村象鼻嘴中心村庄依山靠水的生
态环境和当下人们追求“慢生活”的
理念正相符合。于是，她将自家的房
子做成了农家乐，开始创业。“现在来
我们村庄的游玩的人越来越多，到我
家吃饭的人也多了。”汪艳萍高兴地
说，随着当地旅游发展，她家里开办
的农家乐也红火了起来。

黄山村象鼻嘴中心村庄还盖起了
一座乡村振兴展馆，分为流金岁月、
流光溢彩、流连忘返三个大板块14个
小板块，以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
展现洪铺镇乡村振兴发展面貌和成
果。村里还着手打造红色文化展示、
民俗体验场所等，让游客有更丰富的

体验。不仅如此，黄山村还引入了创
意农业理念，连片开发了280亩的中药
材种植基地和200余亩的果林，将田园
风光、休闲度假、民俗文化、农事体
验集于一身，让游客体验生态农业的
同时，也能获得农场丰收时的喜悦。

“今年，村集体经济收入有望突破
100万元。按照运营前置、大规划、小
切入、分期投入、分步实施的原则，
我们将倾力打造全域游，持续建设更
多旅游项目、实现三全 （全龄、全
时、全季） 服务，全方位打造群众增
收致富的新引擎，走出一条生态立
村、产业富村、旅游兴村的发展之
路。”洪铺镇镇长许海峰说。

（通讯员 檀志扬 赵林玉）

农文旅融合打造安庆美丽“后花园”

本报讯 桐城市农夫商城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通过建立双向流通渠
道，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并与多家
企业合作降低成本。2023年网上销
售额达 2007.8 万元，农产品上行
587.13万元。

农夫商城建立自营物流体系，
实现线上下单线下配送，覆盖桐城
市196个行政村，拥有4辆冷藏车、7
辆厢式货车，仓储面积达2000平方
米，冷藏库容50吨。公司投资2000
余万元建设本地生活购物平台，吸
引200多家本地商家入驻。通过平台
共享、物流共享和服务共享，降低物

流成本，拓展销售渠道，促进农产品
上行销售，帮助农业企业打开销路。

2023年，孔城镇南口村发展设施
农业，种植辣椒20亩，总产量在4万公
斤。受到多重因素影响，辣椒严重滞
销。得知情况农夫商城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伸出援手，以市场价每天收购
1000斤，通过农夫商城平台、食堂组织
销售，解决了辣椒滞销的难题。农夫
商城为桐城市80多家机关、学校、企
业食堂和酒店、餐馆供应食材，以实
际行动参与“万企兴万村”，积极帮助
众多农业企业打开销路，拓展市场。
（通讯员 关乐乐 全媒体记者 许娟）

全域物流助力“万企兴万村”

本报讯 望江县漳湖镇不断推
深做实“1+4+N”基层社会治理机制，
积极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及时
将各类矛盾纠纷预防在源头、化解
在萌芽、解决在基层。

近日，漳湖镇幸福村因黑臭水体
及农村污水治理工程项目施工，导致
村民檀某房屋受损，檀某多次与施工
方协商解决该问题，未能达成一致，
故向漳湖镇人民政府寻求帮助。

漳湖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立
即启动“1+4+N”机制，经过分析研
判，由信访办、安全办、项目办、农
办、村委会及镇级法律顾问组成调
解专班，深入了解双方的核心诉求，
并制定调解方案，委托第三方房屋
检测鉴定机构对檀某房屋进行安全

鉴定，再根据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协
商赔偿金额。经过多方努力，最终促
成双方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并现
场签订《房屋受损赔偿协议》。

“1+4+N”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乡
镇政法委员牵头，整合派出所、司法
所、基层法庭、检察联络室等政法
单位力量，各部门、各村等参与的
联动协作机制）建立以来，漳湖镇
积极运用该项机制，统筹各方力
量，坚持风险共防、信息共享、问题
共商、优势互补，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提质增效。今年以来，通过“1+4+N”
机制，该镇排查风险隐患59起，化
解矛盾纠纷 105 起，调处信访案件
32件，解决群众诉求81件。

（通讯员 何明）

联动共商化解基层矛盾纠纷

11 月 26 日，在望 江 县 赛 口 镇 南
畈村的蔬果种植基地，村民正在采摘
果冻橙。

该种植园占地约 80 亩，主要种植
葡萄、水蜜桃、西瓜、果冻橙、火龙
果等，年产值在 50 万左右，带动周边
村民家门口就业。近年来，赛口镇持
续优化产业布局，充分发挥镇级平台
优势，因地制宜在各村大力发展精品
果蔬种植业，推动赛口镇农业产业高
质量发展，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汪慧 摄

果蔬种植

助农致富

11月24日，桐城江淮村镇银行新渡支行工作人员上门为新渡镇徐河村
脱贫户黄荷花办理5万元小额信贷，助其发展致富产业。目前，该行已为该
镇206户脱贫户提供1015万元的小额信贷支持。 通讯员 孙传银 摄

本报讯 近日，2024年“青春安
徽宣传员”皖西赛区选拔活动在安
庆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安徽医
科大学、安庆师范大学、巢湖学院、
皖西学院、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安徽
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等18所高校41名
选手参加比赛。

参赛选手们围绕“美好安徽我

来说”的主题，用生动的语言和精湛
的才艺，带领观众感受安徽的发展
变迁，领略安徽的山川美景。经过
一天的激烈比拼，共评选出 25 名

“青春安徽宣传员”。来自安庆职业
技术学院的朱王康、肖徽、常露文
成功晋级全省总决赛。

（通讯员 翟程玲）

安庆职院三学子竞逐“青春安徽宣传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