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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从执法部门要求拆，到村
民主动拆；曾是拆违中的“钉子户”，今
日担当乡村共建的“急先锋”……这是
桐城市文昌街道拆违工作中出现的喜
人变化。街道和村（居）干部善用“新时
代六尺巷工作法”，有效破解了当前城
乡社区治理的“第一难”，让“和谐拆违”
由愿景变成现实。

文昌街道地处老城区的中心地
带，少数居民“圈占”公共用地违法
违规搭建现象突出，桐黄路、桐潜路
两侧的违建钢构棚、落地广告、无功
能建筑等反复回潮，严重影响市容村
貌。今年，该街道启动“拆违拆旧、
清杂治乱”专项整治行动，成立工作
专班，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和应急预
案，落图落点将拆违任务细化到每一
个村 （居），实行“街道干部包片到

组、村 （居） 干部包干到户”，采取
“自拆为主、助拆为辅”的方式，引导
群众主动拆违拆旧，共建美丽家园。

在专项整治行动中，文昌街道组织
精干力量，摸排辖区内危旧房屋、违建
点、违建面积、违建户等情况，逐一造册
登记，确保不错拆、不漏拆，切实维护群
众的合法权益；街道、村（居）干部上门
入户，送达限期拆除违建通知书，与群
众面对面交流，宣传违建的危害和拆违
拆旧的重要意义，解读人居环境整治政
策，讲活“六尺巷典故”，引导群众学先
贤、践“礼让”，最大限度争取群众支持；
坚持公平、公正抓拆违，一把尺子量到
底，杜绝“拆小不拆大、拆软不拆硬、拆
明不拆暗”等现象；发挥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村（居）党员干部带头自拆，为
群众作出表率；根据违建户的需求，对

接助拆公司，协助拆除搬运，最大限度
降低违建户的经济损失，让主动拆的舒
心，让被动拆的服气。

在石河村，一位七十多岁老人因腿
脚不便独居在桐潜路边违建房屋内，儿
孙均在外地，老人得知自家“小屋”要
拆，情绪相当激动。该街道执法人员与
村干部运用“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既
说理，又讲法，解除老人的心结；及时对
接其家人，为老人协调宜居场所，帮助
老人解除后顾之忧，快速搬离。这一拆
违难题迎刃而解。

“我投了十几万建起来，说拆就拆
了？”拆违触及到违建户的切身利益，导
致工作推进难度大。官桥村杨女士家
房屋涉及违建且面积较大，街道执法人
员、村两委干部多次上门协调，杨女士
都不愿拆除。为解决钉子户，村两委干

部打听并联系到杨女士的亲戚，让这位
亲戚帮忙“做工作”，最终，杨女士认识
到自己的错误，全力配合拆违。

以人为本、和谐拆违，文昌街道还
以“群众断是非”模式，组织已拆户、未
拆户在所在村民组开展“治违治乱怎么
干”的大讨论，让已拆户现场讲“先让”、
讲守法，争取更多未拆户的支持，合力
推进“和谐拆违”。

真情为民，诚心服务，文昌街道“拆
违拆旧、清杂治乱”专项整治行动按下
了“加速键”、取得了新成效。在该街道
干群的共同努力下，桐黄路、桐潜路沿
线拆违工作实现了零纠纷、零上访、零
事故、零强拆、零出警、零补偿的“六零”
目标，累计拆违320余户，拆违面积达
1.8万平方米，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人居
环境有效改善。 （通讯员 陶鑫）

真情为民 诚心服务

和谐拆违有力度更有温度

本报讯 在桐城市吕亭镇
双联村，有个设施齐全、环境温
馨的“乡贤之家”，乡贤们在此联
谊交流、献力家乡发展，成为该
村深入开展“乡亲乡建”行动的

“桥头堡”。
今年，为更好凝聚乡贤力量，

双联村党总支以“书记项目”为抓
手，建设集信息收集、协商议事、
乡贤联络、主题活动、理论宣讲、
矛盾调解、服务办事七大功能于
一体的“乡贤之家”。今年8月，总
面积100余平方米的“乡贤之家”
建成投运，并配有乡贤文化墙及
乡贤榜，激励乡贤们为村级发展
和建设献智出力。

此外，在吕亭镇党委政府的
支持下，该村两委成员开展“大走
访”，全面掌握双联籍政界商界学
界优秀人才信息，完善乡贤信息
数据库，并实行动态管理，确保乡
贤能人信息精准、更新及时。截
至目前，该村已成功建立629位乡
贤的信息库。

“乡贤是我们宝贵的人才资
源，我们要当好连接在外游子
和故乡的情感纽带，让在外乡
贤厚植桑梓情怀，以合适的方
式助力家乡发展。”为引导乡贤
带着项目、资金、发展经验“回
流”家乡，该村坚持党建引领，
织就乡贤回归的“红色纽带”。
截至目前，该村两委上门走访
乡贤30余次、举办乡贤座谈会3
次，收集乡贤的意见建议 10 条
并在办理中。

桑梓情深，乡贤有为。该村
乡贤纷纷为家乡发展牵线搭桥、
献计献策、慷慨捐资，成为乡村全
面振兴中的重要力量。乡贤崔叶
胜向双联村捐赠 90 盏太阳能路
灯，乡贤刘克武个人出资15万元
修建长150米的村组入户道路，有
效改善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目前，该村乡贤们先后捐资
100多万元，助力家乡提升公共基
础设施和人居环境。

（通讯员 陈锐 金涵）

吕亭镇：

建“乡贤之家” 谋家乡之事

本报讯 近年来，桐城市范岗镇花
园村党总支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聚
焦强村富民的难点堵点，将资源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借助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推出“稻田+”“银发工坊”“水产养
殖”三道个人与集体共富“菜单”，蹚出
一条抓党建、促振兴的“花园路径”。

探索“稻田+”，推动土里刨金。受
地势影响，花园村旱涝频繁，土地利用
率不高。今年，该村以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为抓手，修建排灌站，整理闲置土地，
发展稻虾综合种养，着力打造“稻田+”
经济产业链。该村两委自筹7万元入股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自营200余亩稻虾
共养基地，今年已销售小龙虾1万余斤，
为村集体经济增收6万余元；稻虾田收
获水稻12万余斤，上市销售后，为村集
体创收5万余元，稻虾综合种养取得初
步成功，也为该村特色产业发展奠定了
良好开端。

开设“银发工坊”，促进就业增收。
“我一天能焊500件雨衣，可赚180元，
一个月能赚四五千，既赚钱又照顾了家
庭。”在工坊里忙活的周月兰乐呵呵地
说道。今年，花园村精准开发人力资
源，促进村里中老年劳动力就地就业增

收，改造1000余平方米的闲置老村部，
建起一座“银发工坊”，采取“党总支+合
作社+农户”模式，探索村集体与群众

“共富路”。目前，该村“银发工坊”主
要代加工一次性雨衣、手套等半成品，
20余名中老年妇女在此就业。如今，

“银发工坊”每年可为村集体年增收5
万余元，务工群众人均年增收1万余元，
真正将“闲散”人口变成了创业的“人力
资源”。

发展“水产养殖”，稳定“水里生
财”。花园村有200余亩水面资源，长期
处于闲置荒废状态，塘内淤泥堆积，水
面杂物漂浮，水质恶化，不仅不能“生
财”，而且还要村集体“花钱”治理。为
改变这一现状，去年，该村组织专业队
伍，对塘口进行彻底整治。整治后的塘
口具备了发展水产养殖的条件。在此
基础上，该村立足市场需求，投放优质
鱼苗2000尾，当年冬捕，为村集体创收
2万余元。今年，该村乘势而上，扩大养
殖规模，并邀请水产专家定期提供技术
指导，水产养殖技术日臻成熟。目前，
该村养殖水面鱼儿长势良好，预计今年
底村集体能有5万元收益。

（通讯员 朱燕 赵莉）

范岗镇：

挖掘资源潜力 开辟共富新路

12 月 11 日，村民们正在采摘滑子
菇。近日，桐城市黄甲镇食用菌产业园
里，72万棒滑子菇迎来采收季，鲜品市价
每斤10元左右，干品每斤70元左右。目
前，该产业园所产菌菇销往周边城市，年
产值约1000万元，并带动周边百余人就
近务工，年人均务工收入近3万元。

通讯员 余大国 张凌鹤 摄

滑子菇

“靓丽绽放”

本报讯 今年以来，桐城市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扩
绿、兴绿、护绿并举，促进森林“四
库”联动，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
努力建设“绿富美”的新桐城。全
市今年林业总产值达109亿元。

聚焦“扩绿”，厚植生态底色。
2024年，桐城完成营造林4.75万亩，
其中，人工造林9500亩，封山育林
1.1万亩，退化林修复9000亩，森林
抚育1.8万亩；全年义务植树达41万
人，植树151万株；新建油茶基地8000
亩，完成油茶低产林改造7000亩。

聚焦“护绿”，巩固绿化成
果。桐城按照“防打保”12条措施
要求，实施森林防火信息化建设、
网格化管理，逐步实现“人防+技
防+物防”的森林防火格局，森林
防火体系不断完善，森林资源得
到有效保护；加强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体系建设，完成除治病死松
树面积1.39万亩、7543株，实现松
材线虫疫情面积、株数持续“双下

降”，大关、孔城镇今年有望实现
“点上无疫情”的防治目标；完成
4 株古树名木的保护修复，桐城
中学的“惜抱轩”银杏树参与“安
徽省十大最美古树”网络投票活
动，并以13589票位居“榜首”。

聚焦“兴绿”，实现增绿增
效。桐城加强林业产业基地建
设，2024年新建省级目标油料产
业示范园 1 个，新建林下种植中
药材基地 1000 亩，重点发展黄
精、桔梗、芍药、白芨等林下种植
中药材，林下经济总产值达 8.52
亿元。新增省级合作示范社和省
级家庭林场各 1 个，林业一二三
产融合示范点 1 个。“摇钱树”工
程扎实推进，今年实施的29个村
共栽植薄壳山核桃3.2万株、油茶
1.87万株、林下中药材96.4亩，套
种黄桃、樱桃等果树3215株。目
前该市林业大户有 350 余家，其
中国家和省级林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31家。 （通讯员 陈爱华）

桐城：

逐“绿”前行添“富美”

本报讯 12月13日，桐城市孔城
镇古井村红坎组村庄内空地及周边
山岗上的杂树、杂草被清除干净，土
地翻耕后种油茶；三口水塘正在清淤
整治，环绕村庄的休闲步道也在建设
中……该村的人居环境整治与产业
发展目前同步推进，该村乡贤、红坎
组村民杨绳和功不可没。

今年62岁的杨绳和早年在上海
打工，2020年后回乡养老。他在村庄
内威望高，有号召力。见村庄环境差、
富民产业不强，便想着为乡亲们“做点
事”。今年10月，他牵头成立红坎生态
农业专业合作社以及理事会。

在取得林木砍伐证的前提下，近
两个月内，杨绳和带领村民砍伐了80
亩“小老树”，销售树木后获益8.5万
元，然后发动村民组18户群众，按照
每人1000元的标准，又集资8万元，
其中杨绳和家8口人集资8000元，两
项资金合计16.5万元，用于村庄环境
整治与产业发展。据了解，村民所筹
集的8万元，按照每股1000元来配置
原始股。村民组今后所得各项收益，
60%按股分红，40%用于村庄建设、工
人工资、后期投入以及村民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参保缴费。
鉴于红坎组村民参与乡村共建

的主动性非常高，村庄建设和产业
发展规划科学，古井村予以重点支
持，把争取到的、投资16万元的农村
自来水管网建设项目放在红坎组实
施，拟在村庄中心地带建设文体休闲
广场，配套文体活动器材，提升群众
的生活品质。

在杨绳和的谋划下，红坎组村民
保留了一株造型独特的大枫树，砌池
保护，作为村庄一景；村民们还自发
拆除危房，粉刷外墙；在油茶林种植
后，在林间套种中药材，发展林下经
济；整修塘口，发展休闲垂钓；把村民
组50亩山地建成“共享菜园”，由村民
种植蔬菜、饲养家禽，合作社统收统
销；集中流转130亩稻田，预计村民种
粮收益每年可增加4万元。

目前，古井村红坎组这种乡贤
带动、乡贤组织的发展和治理模式，
正在孔城镇推广。该镇将深入探索

“党建+乡贤”的工作机制，汇聚“乡
亲乡建”行动的强大合力，推动乡村
全面振兴。

（通讯员 吴春富 田倩）

孔城镇：

汇聚乡亲大合力共建美好乡村
本报讯 “陈闸大塥修好后，

下游千亩农田的灌溉用水就有保
障了。”12月11日，在桐城市新渡镇
新城村陈闸大塥整治工地上，现场
施工监督员、新城村村委会委员
孔祥燕向笔者说起冬修的初衷。

陈闸大塥面积约 15亩，承担
12个村民组、1000亩农田的灌溉
任务。由于年久失修，大塥已被
杂草和淤泥塞满，成了沼泽地，灌
溉和排涝功能丧失。每逢暴雨，
上游来水汇聚于此，四面漫溢，导
致周边农田渍害严重。整修陈闸
大塥，群众早有期盼。

蓄水如蓄粮，修塥如修仓。
在 12月 6日该村召开的“党员说
党”会上，党员李淑兰提出建议：
整治陈闸大塥，增强其蓄水排灌
能力。这一提议得到全村党员的

响应，也被村党总支列入待办事
项清单中。次日，村党总支书记
吴海飞带领村两委成员现场勘
察，现场确定了整治方案：由村集
体出资 2.5 万元，雇用挖掘机整
治，每天安排一名村两委成员驻
点监管，严把施工进度和质量。

“今年雨水不调，旱情比较
重，让我切身体会到水利设施对
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该村种粮大
户程仪俊高兴地说：“按照施工方
案，陈闸大塥清淤后，加固塥埂，
埂上植绿，既能蓄水保灌，又美化
周边环境，真是办到群众的心坎
上了。”

“今后，我们会常态化做好日
常巡查、管护，力争陈闸大塥四季
水清、岸绿、景美！”吴海飞说。

（通讯员 朱齐全 孙传银）

新渡镇：

整修陈闸大塥 蓄水保灌添景致

本报讯 近日，走进桐城市金神
镇包圩村的小幸福圩，一排排天蓝色
的育虾大棚正在建设，这是金神镇首
家小龙虾温室育苗基地，离体育苗技术
的应用，为该镇壮大小龙虾产业按下

“快进键”。
“共计划建设20个小龙虾离体育

苗大棚及配套设施，基地总面积30亩，
目前已建成14座大棚，5个育苗温室大
棚已投放虾苗10斤。我们在养殖水池
里面种植了一些本地的水草，增加水体
溶氧度，棚内温度保持在15至30度之

间，让优质虾种在舒适的温度下生长繁
殖。”据安徽新硕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负责人琚劲生介绍，预计明年2
月份，大棚每亩可产 1000斤左右的虾
苗，之后投放到1800亩的养殖水面，4
月份捕捞上市早虾，亩产约240斤，刚
好赶上小龙虾早市的“黄金档”。

今年，包圩村对外发包小幸福圩约
2000亩土地和水面资源，安徽新硕生
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标承包，与
该村共同投资 1500万元，实施桐城市
小龙虾离体育苗及稻虾种养一体化示

范推广项目。
该项目运用小龙虾离体育苗技术

和智能化温室培育技术，通过育苗和养
殖完全分开（即繁养分离技术），实现小
龙虾工厂化繁苗育苗、商品虾错峰均衡
上市、温室反季节养殖等，促进小龙虾
产业由当前粗放式低水平传统养殖模
式向现代集约化高效养殖模式升级，进
而带动更多养殖户增收，实现更大的经
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近年来，金神镇以稻虾综合种养为
抓手，通过培训养殖户、引进新技术，提

高小龙虾养殖技术，因地制宜发展小龙
虾产业，推动小龙虾精深加工，打造“金
神小龙虾”品牌，完善从种苗繁育到预
制食品的稻虾产业链。小龙虾“链”成
大产业，带动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目前，金神镇小龙虾养殖面积已达
1.2万亩，年产小龙虾2400吨，已培育养
殖大户40户，亩均增收1000元，小龙虾
加工业产值达1.6亿元。小龙虾产业已
成为金神镇建设农业产业强镇、推动乡
村产业振兴的新亮点。

（通讯员 汪志娟）

金神镇：

“工厂化”育虾苗 “富民业”提速效

本报讯 近日，随着大沙河
整治工程圆满结束，桐城市双港
镇徐杉村蜿蜒5公里的大沙河圩
堤呈现新面貌。水泥路、新路灯，
为当地群众日常出行提供了极大
的便利。

大沙河堤上村组道路曾经缺
乏夜间照明设施，给过往行人和
车辆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为
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该村两委倾
听群众意见，因地制宜、精准施
策，近期启动大沙河堤上公路亮
化工程。经精心规划与施工，最
终在该路段成功安装了100盏高

效节能的太阳能路灯。
“现在晚上出门再也不用担

心看不清路了，下班回家的路上
也安全多了，这得益于国家政策
好啊！”一位住在该路沿线的村民
高兴地说道。

如今，每当夜幕降临，大沙河
堤上公路两侧灯光璀璨，与周围
的田园风光交相辉映，构成了一
幅美丽的画卷。路灯安装不仅改
善了村民夜间出行的条件，还提
升了村庄的人居环境，美化了乡
村夜景，让徐杉村焕发出了新的
生机与活力。（通讯员 刘彬）

双港镇：

百盏路灯立圩堤 照亮群众回家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