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报 讯 “通过城乡环卫一体
化、迎江区乡村振兴‘十大行动’和

‘九微一创’等专项整治行动的实施，
对农村环境卫生进行综合整治，整治
行动由村庄面上清洁逐步向村民屋内
庭院拓展，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面
貌，擦亮乡村振兴底色。”近日，迎江
区农业农村局针对区政协提案作出积
极答复并付诸行动。

在今年召开的政协安庆市迎江区
第九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迎江区
政协委员袁文、殷海荣、李爱红提出
《关于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建议》
的提案。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事关广大农
民群众根本福祉，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行动”。而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一篇
大文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推动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是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生态文明建
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也是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迎江区政协委
员袁文、殷海荣、李爱红在调研中发

现，迎江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亟
待持续加强，尤其近年来推进农业发
展，一些地方农用废料处理还存在不
到位的情况，影响人居环境。

袁文、殷海荣、李爱红建议：首
先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开展各种形式
的宣传活动，如通过广播、网络媒
体进行宣传，举办垃圾分类知识讲
座，放映环保主题的电影等，同时发
挥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贴近基
层、贴近群众的优势，大力宣传农村
垃圾分类处理及资源化利用的政策措
施，倡导低碳节约的生产方式。推行
记得住、易操作的方法，激发村民分
类处理垃圾的主动性。其次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做好政策引导激励。出台
相关政策鼓励农民进行垃圾分类，积
极创新垃圾分类模式，在超市、驿站
等设置回收点，采取鼓励以旧换新、
积分兑换、自动回收等“入乡随俗”
的垃圾分类方法，调动广大村民自觉
进行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
进农村生活垃圾的肥料化利用，把农
村生活垃圾中的有机物转化成农业生
产中需要的肥料，如秸秆、畜禽粪便

等。建设沼气池，将畜禽粪便转化为
沼气，供农民使用，这样既可以减少
废弃物的产生，又可以节省能源。另
外，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引导企业参
与农村垃圾分类。采取政府购买服务
的方式，由专业环保公司负责农村垃
圾分类的收集、运输和处理。

迎江区推行城乡环卫一体化以
来，农村垃圾分类也是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的一项重点工作，虽然面临村民
环保意识和垃圾处置习惯等诸多问题
的困扰，但区、乡政府一直重视分类
工作。近几年来，通过城乡环卫一体
化、迎江区乡村振兴“十大行动”和

“九微一创”等专项整治行动的实施，
对农村环境卫生进行综合整治，整治
行动由村庄面上清洁逐步向村民屋内
庭院拓展，各乡 （村） 通过“四净两
规范”“四勤两参与”等措施，助推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较大进展，农村
整体环境面貌也有了很大改善。目
前，村收集、乡转运、区处理的农村
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基本形成。同时，
以村为单位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
工作逐步推开，生活垃圾收集、清运

管理常态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目前，迎江区农村垃圾分类试点

范围包括长风乡、新洲乡四个村，从
试点情况看，在广大村民垃圾处置意
识和垃圾分类所需要的系统性要求方
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今年4月省住
建厅对2020年编印的《安徽省农村生活
垃圾处理技术指南》进行了修订，发布
了《安徽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技术指南
（2024版）》，新版指南根据近年我省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情况，对一些内容进行
了修订，进一步强调了农村生活垃圾处
置方面基础性治理的重要性，更贴近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实际要求。下一
步，迎江区将进一步优化农村生活垃
圾收集处置系统，开展多种形式的宣
传活动，鼓励乡、村组织经常性地走
村入户宣讲引导，久久为功，引导众
多村民向市民转变，逐渐营造文明环
保的乡村新风尚。迎江区将在认真总
结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经验的基础
上，提高村民垃圾分类意识，逐步完
善相应的硬件建设，逐步推进迎江区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开惠娟）

完善硬件建设 树立文明新风

聚力人居环境整治 擦亮乡村振兴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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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新闻

本报讯 近日，望江县在该县太
慈镇红庙村“法治小苑”举办“全国
宪法日”暨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
动，县委依法治县办、县司法局组织
县黄梅戏剧团深入乡村，开展法治黄
梅戏演出。当天，太慈司法所联合镇
综治办、文明办、派出所等单位，为
当地群众送上一道丰盛的“法治文化
大餐”。

活动现场，太慈司法所等单位工
作人员向村民宣传宪法、民法典等法
律法规知识，耐心解答村民在生产生
活中遇到的法律难题，为他们提供专
业的法律指导。工作人员还现场发放

“八五”普法知识等宣传资料 400 余
份，资料内容丰富翔实，帮助群众深
入了解法律知识。望江县黄梅戏剧团
为群众带来了精彩的演出，黄梅歌

《宪法与咱长相伴》、法治黄梅戏《邻
里之间》《露头就打》 等节目依次上
演，演员们通过精彩的表演，将法律
知识融入戏曲情节，让观众在欣赏戏
曲的同时接受法治教育。数百名群众
观看了演出，他们认为将法治与戏曲
相结合的形式富有创意，能更好地了
解和学习法律知识。

在宪法宣传周期间，太慈镇积极

开展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该镇部分
村举办法律知识讲座，邀请专业律师
讲解土地承包、婚姻家庭等法律问
题；当地学校开展宪法主题班会，进
一步增强学生的宪法意识。此次活动
进一步增强了当地广大群众的法治意
识和法治观念，营造出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通讯员 黄远）

普法宣传“零距离” 法治观念入民心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强化“监管与
服务并重”的理念，助力园区重点建
设项目提速增效，连日来，宿松县住
建局质监站主动靠前服务，组织工
作组到宿松经开区县城园区和临江
园区开展工程质量专项服务活动，
助力企业刷新项目建设“进度条”。

在宿松经开区新型科技园、绿色
农业循环经济智慧科技产业园、年
产3000吨铝制品配件生产厂房、仓
库物流基地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
项目施工现场，宿松县质监站工作
人员查看项目工地施工情况，分别
同各工程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项
目负责人和工程现场管理人员进行

“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
展情况和存在的困难。质监站工作

人员还与企业和建设各方进行深入
交流，了解质量通病防治、创优争优、

“四个工地”建设、人员到岗履职等情
况，并就如何抢抓有利时机，积极担
当作为，在保证项目质量和施工安全
的前提下，推进项目建设提质提速提
效，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近年来，宿松经开区重点项目
建设快速推进，这对工程质量监督
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监管和服务
要求。下一步，宿松县住建局质监
站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优化营商
环境各项措施，切实做好项目技术
指导，用心用情为企业解决实际问
题，用实际行动为宿松县建筑业高
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通讯员 叶慧祥）

靠前服务刷新项目建设“进度条”

本报讯 “我们村民组农网改
造后，电杆变高了、电线变粗了，
电压比以前稳定多了，村民的生产
生活也方便多了。”12月 8日，桐
城市新渡镇徐河村党员王常青开心
地说道。

徐河村王庄村民组有20户 108
人，耕种农田108.78亩，地理位置
属村里用电“末梢”，加上线路过
长、线径过细，造成终端电压
低，电机容易发热烧毁，尤其夏
季用电高峰期，频繁跳闸断电，
给村民生产生活带来影响。在今
年 8 月初召开的徐河村党员会议
上，王常青提出对当地农网进行

改造升级的建议，该建议被村党
总支列入待办事项清单中。会
后，该村党总支书记管荣健积极
与新渡中心供电所对接，并争取
到 桐 城 供 电 公 司 5 万 元 项 目 资
金，用于更换一台变压器、重立
电杆8根和重架电线1000米。

在徐河村党总支积极关注和主
动作为下，王庄村民组农网改造已
于今年9月中旬完工。“农村电网改
造升级是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有力
保障，电力基础设施的改善，也为
徐河村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持。”管荣健说。

（通讯员 胡燕妮 孙传银）

农网改造让村里用上“满格电”

本报讯 近日，宿松县人民法
院复兴法庭首次利用“执前扣划保
全财产”方式在审理阶段化解了一
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取得了较好
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宿松某农资经营部与朱某因
买卖合同纠纷诉至法院，要求朱
某支付欠付的货款及相应的逾期
利息，并在诉讼阶段申请了财产
保全，法院依法冻结了朱某名下
银行账户部分款项。在案件审理
过程中，承办法官发现双方当事
人对案件的事实无实质性争议，
朱某亦表示愿意支付货款，只是
目前难以做到一次性付清。在法
官的积极引导和协调下，双方就
分期还款方案基本达成一致，但
在第一期款项如何支付的问题上
产生了较大分歧。朱某表示“名
下的银行账户已保全冻结，无其
他资金来支付货款，需要账户解
冻后才能支付，且担心进入执行
程序影响个人征信”。宿松某农资
经营部则坚决不同意，认为“先
解冻、再支付”的方式存在财产
随时被转移的风险。双方为此陷
入调解僵局。

一般情况下，案件只有进入
执行阶段，法院才能通过直接扣
划的方式将保全款项支付给申请
执行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当
事人的时间成本。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 《关于加强立审执协调配
合 推动矛盾纠纷执前化解的工
作指引》 的有关规定，承办法官
建议双方可通过法院以“扣划保
全财产”替代“当事人申请执
行”的方式解决分歧。在执行局
的配合下，宿松某农资经营部很
快收到了第一期款项。至此，该
起纠纷得以顺利解决。

宿松县人民法院复兴法庭创
新工作方法，以“执前扣划保全
财产”的方式圆满地化解了矛盾
纠纷，这种方式不仅有效地维护
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突破了
传统的操作模式，拓宽了矛盾纠
纷化解新思路。下一步，宿松县
人民法院复兴法庭将不断探索优
化工作方式，推动矛盾化解由

“末端执”向“源头治”转变，努
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通讯员 张旭东）

创新工作方法 化解矛盾纠纷
12月6日，冬日暖阳下，桐城市孔

城镇团结圩湖中千亩芡实开始采收。
芡实被誉为“水中人参”，地处菜子湖
畔的孔城镇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适
合种植芡实。近年来，该镇因地制宜
发展芡实等特色产业，养殖户获得了
不错的收益。今年当地芡实亩产量达
500斤，每斤市场价5元，价格较去年
同期上涨了20%。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张令舟 摄

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种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