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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 击击 DIANJI

“ 本报讯 近年来，怀宁县黄龙镇政协联络
组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作用，积极参与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行动，共促乡村人居环境展新颜。

黄龙镇政协委员以身作则、带头行动，与
村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等一起，引导周边
群众自觉参与到环境卫生整治行动中来，对
沿路沿线、村庄家园、房前屋后进行全面清
理，使环境整治效果看得见、摸得着。该镇
政协委员深入基层，通过走访调研、恳谈会
等形式，了解人居环境整治的痛点、难点、堵
点问题，广泛收集群众关于人居环境整治的意
见建议，做好社情民意信息报送，同时不断为
党委政府出谋划策，督促整治工作开展，形成

“常整治、解难题、提品质”的长效机制。该镇
政协委员还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作
用，采取“线上+线下”宣传方式，努力营
造爱护环境卫生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

（通讯员 刘泉）

黄龙镇：

共促人居环境展新颜

本报讯 今年以来，宿松县华亭镇紧扣
发展大局，积极探索统战工作与乡村振兴的
契合点，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广泛动员
社会各界力量，为乡村振兴不断夯基蓄力。

华亭镇将乡贤纳入基层社会治理网格体
系，针对重点信访矛盾纠纷事项，依托司法所、
派出所的调解力量，邀请“五老”担任调解员，
形成调解合力。今年以来，该镇“五老”、乡贤
有效协助调解征地拆迁、人居环境整治、历史
遗留问题等矛盾纠纷50余起。该镇积极团结
宗教界人士，倡导简约办丧，有效遏制了当
地农村丧葬攀比风气。该镇大力发挥民营企
业在家乡产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引导广大
民营企业家积极投身“万企兴万村”行动，
探索民营企业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同时，
该镇以桑梓之情为纽带，搭建聚贤平台，吸引
在外成功人士返乡投资创业，今年以来成功签
约落户招商引资项目3个，其中亿元项目2个，
预计可为家乡提供就业岗位200余个，人均年
增收万元以上。 （通讯员 张辉）

华亭镇：

凝聚统战力量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今年以来，望江县雷阳街道政
协工作联络组积极践行职能，展现担当作
为，为街道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
政协力量。

雷阳街道政协工作联络组发挥协商专
长，围绕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重点及民生
热点确定议题，委员们深入一线广纳意见，
科学分析问题根源，提出可行性建议。同
时，灵活组织协商会议，汇聚各方智慧，今
年以来累计协商议事19次，解决问题13个，
为街道发展精准导航。该联络组重视提案监
督，规范整理交办，跟踪督促办理，建立评
价机制激励部门落实，今年协办的5件提案均
按时优质办结，以监督促工作质效提升。该
联络组聚焦民生福祉，拓宽社情民意的收集
渠道，并结合街道实际撰写提案，持续为街
道建设与发展贡献政协智慧与力量，书写履
职新答卷。 （通讯员 丁雁朋 陈慧慧）

雷阳街道：

发挥政协优势 贡献智慧力量

本报讯 初冬时节，走进宿松
县高岭乡青云村，只见昔日的荒山荒
坡和杂草丛生的撂荒地，已是果树满
坡栽、稻田虾鳖游、药香飘满园的景
象。近年来，青云村通过大力发展果
树、药材、稻渔综合种养等绿色产业，
将荒山坡地“盘活”，带动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增添新活力。

“这是一片丘陵，地块小，种庄
稼收成不好，村民们都不愿意耕种，
土地大量抛荒。”青云村村干部王珏
介绍，2020年村“两委”将郭屋组闲
置的500多亩地从农户手中流转下
来，通过转租或自主经营模式发展
特色产业，打造青云产业园。产业

园一年一个大变样，已成为集生态
种养、农耕体验、田园观光、科普科
研等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冬日的产业园里，仍然可见忙
碌的景象。在中药材种植基地，采
收机来回穿梭，伴随着阵阵轰鸣
声，一根根玄参破土而出，村民们
熟练地将玄参挖出、去土、分拣，一
股股浓郁的药香扑鼻而来，飘满了
田间地头。

去年，在外经商的村民石飞回
到家乡高岭乡青云村，流转150亩荒
地种植紫菀、玄参、丹参等中药材，
今年迎来了大丰收。“玄参每亩地能
收四五千斤，紫菀的亩产也达到了

600斤，预计今年产值能达70多万
元。”石飞说，基地带动了周边20余
名村民就业。接下来，他还将鼓励
周边村民自主种植，并负责提供种
苗、技术和销售渠道，让村民们获得
更多收入。

中药材基地周边是大片稻田，
田块周边围着蓝色铁皮护栏，中间
有一个小池塘。“这是我们打造的

‘稻鳖共养’基地，中间是鳖池，四周
种水稻。”王珏说，2022年，村“两委”
将流转的80亩农田进行“小田改大
田”后，建立“稻鳖共养”基地，并成
立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展“稻鳖
共养”产业。每年6月底栽种水稻，

11月中旬收割；7月投放鳖苗，年底
捕捞出售。鳖和稻米的收入加在一
起，亩产值达到11000元，除去成本，
可创造5000余元的纯利润。

沿着中药材基地往坡上走，是
村集体经营的果园，种有70亩梨树
和 50 亩红美人柑橘。2021年栽种
的梨树已开始挂果，亩产量达 600
斤，亩产值3000多元。“今年梨子成
熟时，不仅有很多老客户提前预订，
还有很多游客前来采摘，不愁销
路。”王珏说。

站在小山坡上俯瞰，还能看到稻
虾养殖基地、休闲垂钓池、果蔬冻库、
农耕文化展馆等，昔日的荒山坡地，

如今特色产业遍地开花，成了村集体
的增收园、村民们的致富园。“春季在
梨园疏花、疏果，夏季在中药材基地
除草、施肥，秋冬季节忙着收割水稻、
采收中药材……一年四季都有活儿
干。”青云村脱贫户唐曾保说。

因地制宜，多元发展，在“小”土
地上也能种出大收益。王珏说，接
下来，村“两委”将会把郭冲组青云
产业园的成功经验在其他村民组推
广，带领村民发展适宜丘陵地带种
植的果树、中药材等产业，让土地

“活”起来，村民富起来。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

员 张美芳）

荒山坡地变身致富产业园

生活“翻身”

12月6日，记者走进文昌街道翻
身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目光即被门
头上刚劲有力的“翻身”两字吸引。

“‘翻身’两字字体出自毛泽东
主席的批示手稿，其中有一段我们
引以为豪的故事。”进门落座后，翻
身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叶
鲜向记者娓娓道来“翻身”的由来。

上世纪50年代，复员军人开明
义退伍回到家乡——石河乡大汪
庄。彼时的大汪庄非常贫困，民间
用顺口溜形容这里的贫困：“大汪
庄，黄泥岗，山上不长果，田里不出
粮，人住破草屋，常吃野菜糠。”

1953年底，开明义在党的总路
线精神指导下，鼓励社员创办大汪
庄初级农业合作社，主动拿出自己
全部的转业费300元作为建社的铺
底资金。但当合作社办成以后，12
户社员当中，就有11户断了炊。

面对重重困难，开明义没有动
摇，而是迎着困难上。他组织部分
社员搞副业生产，如为供销社挑石
灰、为县粮食公司搞加工等，共收入
240元，不仅使全社度过了春荒，还
为春耕添置了一些小农具。在农业
生产上，他们勇敢地采用各项改革
办法，如泥水选种、小株密植、增产
一季晚秋作物等，因而获得了大量
的增产。1954年，在办社的第一年，
合作社收了 32239 斤粮食，比 1953

年增产 14000 多斤，交公粮卖余粮
后，人均分得粮食576斤，实现了一
年翻身。社员们一致同意将合作社
的名称改为翻身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5年，翻身合作社双季稻试种成
功，亩产增至897斤，获得国务院颁
发的“爱国增产奖”。

开明义和翻身合作社艰苦奋
斗、一年翻身的事迹在全省广为流
传。省委农工部赴翻身合作社调研
总结，写出《翻身合作社一年翻身
记》的文章报送中央。毛泽东主席
看了这篇文章后挥笔批示：“河北有
王国藩合作社，辽宁有刘玉如合作
社，这里又有开明义的翻身合作社，
它们都是十分贫困，被人讥笑，经过
坚决奋斗，翻过身来的。这种英雄事
迹，各地一定很多，希望每省写出几
篇，广为传播。”

开明义受到极大鼓舞，将初级
合作社扩大为由313户组成的高级
合作社，后成立石河公社翻身大
队。到1973年，翻身大队有了全县
第一台丰收—35轮式拖拉机、履带
链轮行走式犁田机和东风汽车。此
后，村民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社区“蝶变”

时间来到2017年，文昌街道办
事处将石河村多个新建小区划出，
另成立翻身社区，辖13个居民小区
共8030户，常住人口达1.2万人。

“翻身社区由大型商业小区、政

府保障房小区、拆迁回迁房小区组
成，属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居民结构
复杂，邻里矛盾重重，治理难度较
大。”面对困难，叶鲜继续发扬翻身人

“坚决奋斗”的优良传统，奔着问题
去、迎着困难上。她将六尺巷典故中
的“谦和”和“礼让”精神融入社区治
理中，推出“理来礼去工作法”，引导
村民有事谦和礼让敞开说、遇事明理
多协商，众人的事众人商量着办。

2020年，面对辖区车站宿舍、幸
福家园、文康苑等几个无人管理、设
施老化破损、矛盾突出的老旧小区，
叶鲜在小区建立“周三会客厅”，每
周三社区党总支书记或网格负责人
到“会客厅”里，倾听居民的诉求，并
协助他们解决问题。同时，社区还
积极探索“组团打包+兜底服务”模
式，社区引进物业公司，在为老旧小
区提供兜底物业服务的同时，也有
效解决了社区无钱办事的难题。居
民先体验后买单，大家从心里接纳
了物业化，并主动缴费。

2022年，针对辖区七里香溪小
区物业纠纷频发的情况，叶鲜向物
业公司要了间空房，打造成“睦邻会
客厅”，邀请开发商、物业和群众代
表面对面交流，开诚布公提问题、直
接高效促解决。七里香溪小区陆续
开发长达15年，小区边开发，居民边
入住，开发商遗留问题多，再加上物
业不作为，居民意见很大。其中最
突出的矛盾是，该小区二期420户
居民用临时电长达5年，居民深受

“动不动就停电”的困扰，除夕也得点
着蜡烛吃年夜饭，居民因此拒绝缴纳
电费。叶鲜多次深入小区进行调解，
一方面推动开发商履行义务，一方面
发动社区党员群众带头缴纳所欠电
费。仅用了半个月就收齐了拖欠的
28万元电费，很快入户智能电表安
装完工，电力顺利移交，居民用上了
国网电。随后，社区还协助七里香
溪小区成立了业委会，更换了物业
公司。如今，小区里的路灯、充电
桩、监控等都得到了完善，小区的卫
生、绿化也有专人维护，小区环境面
貌焕然一新，居民幸福感大大提升。

在一次次的民主协商中，困扰
居民多年的停车难、晒衣难、充电难
和出行难等问题，都得到了逐一解
决，翻身社区呈现出干群和谐、邻
里互助、社区和谐的良好局面。

幸福“翻倍”

2024年，叶鲜又定下了新目标
——培育新时代翻身合作社，通过
合作社全体党员、社员及社区居民
的共同努力，做到资源共享、信息共
享、利益共享，努力实现从上世纪50
年代社员生活“翻身”到新社区经济

“翻番”，再到新市民幸福“翻倍”的
“六有”目标（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幼有所学、困有所济、青有所为、邻
有所乐）。

针对社区无资金、无资产的现
状，翻身社区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发

展社区经济新路径，通过合作社领
办社会企业，规范经营管理，企业
利润按固定比例“反哺”社区，作为
社区为民服务经费的有力补充，推
动社区“造血自转”。同时，社区利
用“反哺”资金，提升改善小区环
境、组织公益活动，解决群众的急
难愁盼问题。

“目前合作社领办的企业有 3
家，我们利用‘反哺’资金开展了两
次助餐活动，在暑期还开展了免费
托管班，招募志愿者为孩子提供课
业辅导、知识科普等多项服务活
动。”叶鲜说。

“我家两个孩子暑期都来上了托
管班，我们是双职工家庭，没有时间
辅导孩子作业，有了这个平台，可解
决了我们的大难题。”提到暑期托管
班，家住上和家园小区的居民吴丽惠
连声称赞，她对社区的服务也非常满
意，“现在有问题跟社区反映后，很快
便能得到解决。比如我们小区二期
居民用水困难问题，社区仅用一周
就让高层住户的供水恢复了正常。”

叶鲜深知，让居民幸福感“翻
倍”靠的不是社区“大包大揽”，而是
要提升居民自主治理、自我服务的
意识和能力，让他们成为守护家园
的主人翁。毕竟，靠自己努力得来
的，大家会更加珍惜。

今年 9 月，翻身社区文康苑小
区一个窨井盖因年久失修出现了
破损，网格员将情况发到业主群
里，号召大家共同参与解决问题。
居民们纷纷表示，自己的家园要自
己管理，愿意捐款更换窨井盖。短
短两天，就筹集到了3400元资金。
随后，在与居民代表共同计算和评
估之后，社区聘请专业公司对破损
的窨井盖进行了更换。同时，居民
们还自发筹集资金为小区安装了
太阳能路灯，改善了老旧小区的夜
间照明条件。

处处都是议事点，人人都是议
事人。如今的翻身社区，越来越多
的居民成了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共
同打造了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园。
叶鲜表示，接下来社区将持续办好
新时代翻身合作社，着力构建“困难
相互帮、合作一家亲、生活有品质”
的治理新格局，让群众享有更多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翻身社区“翻身”记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汪文斐 李芳

1953 年，当时的桐城县共产党员、复员军
人开明义退伍回乡，带领社员创办农业合作
社，通过艰苦奋斗，仅用一年，就让贫苦农民
在生活上翻过身来，合作社因此更名为翻身
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曾被毛泽东主席“点赞”。

近年来，桐城市文昌街道翻身社区党总
支创新培育新时代翻身合作社，着力构建“困
难相互帮、合作一家亲、生活有品质”的治理
新格局，努力实现从上世纪 50 年代社员生活

“翻身”、到新社区经济“翻番”、再到新市民幸
福“翻倍”的目标。

71 年，沧海桑田，一代代翻身人发扬奋
斗精神，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翻身”，共赴

“美好社区”新征程。 桐城市文昌街道翻身社区“理来礼去议事亭”。 通讯员 李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