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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月时节，走进宿松县九姑乡油
坊村付坂组，生长在村口的一棵棵高
大的野生乌柏树、枫树，迎面扑来，
让人仿佛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建造
在林间的一座蓝瓦白柱的“睦邻
亭”，与周围的野生树木相映成趣，
格外醒目，上面写着的一副“龟地枫
林增秀色 付坂亭榭汇民心”对联，
是当地党员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建设美
丽宜居村庄的真实写照。如今，这座

“睦邻亭”已成为当地居民日常休闲
纳凉的好去处，也成为当地干部群众
说事、议事、评事的固定场所。

付坂组是宿松县九姑乡油坊村的
一个自然村庄，全组一共27户人家，
人口126人。在乡村振兴的现代化建
设新征程上，如何把付坂组建设成为
一个新时代的美丽宜居村庄，一直是
油坊村“两委”下力气要完成的一项
艰巨任务。2023年12月，在九姑乡党
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一张经过设计
规划的建设蓝图，终于摆在了付坂人
的面前。

一年来，油坊村村支“两委”团

结付坂组的男女老少同心同德，决心
花小钱办大事，要让付坂组旧貌换新
颜。围绕自然美这个总目标，采取政
府补一点、村集体调剂一点、群众自
筹一点的统筹方法，发动全组群众如
火如荼地投入到美丽宜居村庄的建设
之中。村庄整治过程中，相关地段农
户主动让出自留山、自留地，拆除围
墙、厕所、猪圈柴房等，共腾出建设
用地3000平方米，两项累计减省建设
资金成本超过10万元。

有两户一路相隔的邻居，就是在
“睦邻亭”里经过村党总支安排的老
党员以情说理做工作，最后各自拆除
自家厕所让出道路一米多宽，原来不
足两米的狭窄巷道，如今已是4米多
宽的阳光大道了。开着大车送货下乡
的司机和来往穿梭的快递小哥每经过
此处，都会由衷赞叹：“这是油坊村
版的‘六尺巷’！”

有一户姓张的人家，不信风水坚
信共产党。这户人家的户主跟邻居们
说：“还有什么福能比托共产党的福
更大，更长久！”主动拆除围了多年

的院墙，让出院子面积 120 余平方
米，还第一个带头捐款。如今，站在

“睦邻亭”内，放眼望去，绿树村边
合，青山郭外斜。是美不胜收的风
景，是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的乡
愁，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油坊村人日
益开阔的眼界和胸襟。

为了建设自己的和美家园，在外
创业的张中华，通过组里的微信群做
群众思想工作，发动全组群众投入到
和美村庄建设中来。常年痛风病缠
身、生活困难的脱贫户张福元，退伍不
褪色，慷慨捐资1500元后，还不无遗憾
地对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孙桂
火说：“你看我这不争气的身体，就不
能为大家的事出力干活了。”远在广州
市退伍转业工作的老党员张松海主动
捐款一万元，并发回短信：“建设付坂
的许多事情，就有劳支部和家乡的父
老乡亲了。特致最高敬礼！”

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众志成
城，付坂组共迁移旧坟38座，拆除危
旧房8处10间，以及断壁残垣200平
方米，填埋旱厕 15 处，新建厕所 12

户，平整房前屋后柴草垃圾堆场2000
余平方米。建成文化广场、睦邻亭主
景、花木观赏园、进组入户道路绿化
带共2000平方米，一个生产发展、生
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
民主的新油坊、新付坂已华丽展现在
松兹大地上。

付坂组的乡亲们知恩于心，无比
感激地说：感谢党的领导。村总支书
记孙桂火则对先后前来参观调研的各
级领导深有感触地介绍：付坂组美丽
宜居自然点实现和美村庄建设的今
天，是从人心里得来的。2024年 10月
2日，宿松县委书记曹晓革率领县四大
班子成员和全县各乡镇党政“一把手”
来到油坊村实地参观考察付坂组新
貌，县委副书记、县长许晓峰现场进行
了点评：“这才是美丽宜居村庄建设应
有的样子，依托自然、利用自然，保护
自然，与自然秉赋和谐相处、和谐发
展、少花钱，干好事，实现山川秀美、村
庄优美、人心和美的建设目标。”

通讯员 孙春旺 朱亚夫
全媒体记者 许娟

感悟“六尺巷”之道 谱写和美乡村新篇

“睦邻亭”下村庄美

本报讯 “我身后这一大片种的
都是小香芋！”“软糯香甜真好吃！”
12月20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助农直播
活动在桐城市大关镇金山村的沙土地
里火热开展。

此次直播活动，大关镇特别邀请
桐城知名歌手龙飞和本镇乡土“网红”
王兆晖前来助阵，希望通过有粉丝基
础的能人带动，吸引网友关注并参与
到助农直播互动中，将大关镇金山村
特色农产品“榴莲小香芋”推向更广阔
的市场，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增加农
民收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作为“麻山胡大姑”账号的运营
者，王兆晖一直致力于宣传推介本土
农副产品，直播带货助力村民增产增
收。直播现场，王兆晖拿着锄头，与
村民们一起挖掘地里的小香芋，让观
众沉浸式感受真实的农事活动。与此
同时，歌手龙飞在直播间倾情演唱，
一首首黄梅戏吸引网民纷纷“驻足”。

直播间人气悄然攀升，到了备受瞩
目的售卖环节，金山村党总支书记江明

“闪亮登场”，为直播间网友全方位展示
蒸煮好的榴莲小香芋，让观众可以清晰
地看到镜头前软糯拉丝的小香芋果

肉。“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小香芋皮红肉
黄，口感似榴莲，由于未施加肥料，个头
小巧，产量不高，都是我们村民亲手栽
种的精品！”网友们对小香芋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积极参与互动。“村书记带
货，质量肯定有保障”；“看着就好吃，买
来尝尝”；“下单，我也为农民朋友们贡
献一份力量”……200单榴莲小香芋很
快售罄，有不少观众表示没抢到，纷纷
询问下一次售卖时间。

活动当天，大关镇各村书记及村
两委工作人员也来到直播现场观摩学
习金山村这一创新举措，大家纷纷感

叹受益匪浅。不仅了解了如何利用网
络直播进行农产品销售，还学到了如
何更好地宣传和推广特色农产品，表
示接下来会认真学习这项“新农活”，
借鉴成功经验，同时结合本村特点和
资源优势进行创新，争取早日把本地
农产品送上“云端”、送出“大山”。

此次直播活动售出小香芋 1000
斤，不仅让金山村特色农产品“榴莲
小香芋”成功“出圈”，也为当地农
产品销售开辟了新渠道。

（通讯员 薛媛元 全媒体记者
许娟）

“网红”田间直播 小香芋成功“出圈”

本报讯 2024年，太湖县市场监
管局城西市场监管所以“企业所需”

“群众所需”为导向，以“熙湖守护先锋
岗”品牌建设为抓手，深入推进“监管
先锋”“维权先锋”“服务先锋”“护‘蕾’
先锋”，在擦亮为企利民服务底色和提
升市场监管效能上下功夫、出实招，求
实效，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
感和安全感。

真抓实干勤作为，打造
“执法为民 监管先锋”

太湖县市场监管局城西市场监管
所从日常监管、柔性执法和闭环管理
三方面入手，打出一套监管执法“组合
拳”。同时，突出重点品种、聚焦关键
环节，常态化开展市场监管领域安全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防范化解风险，逐
步实现监管闭环。今年以来，该所先
后开展各类专项检查50余起，检查各

类市场主体910余家次，闭环整改安全
隐患127处，累计查处违法违规行为28
起，指导45家经营主体纠正轻微违法
行为，开展整改“回头看”60余家次，帮
助21家企业完成信用修复。

党建引领提实效，打造
“满意第一 维权先锋”

该所推动“党建+”与消费维权深
度融合，着力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依
法及时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不推诿、
不拖延。同时，积极探索建立完善协
同高效、快速反应的消费维权联动机
制，强化队所、股所、所所的横向联动
以及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凝聚消费
维权合力。2024年，城西所联动开展
宣传活动6次，接受消费者咨询150人
次，发放宣传资料800余份，累计受理
各类投诉举报办件100余起，及时受理
100%，及时办结率100%，调解成功率

99%，为消费者挽回损失3万余元。

坚守初心担使命，打造
“惠企助民 服务先锋”

该所聚焦市场主体发展卡点、痛
点、堵点、难点，主动靠前，贴事发力，
贴人服务，大力推动“证前指导”项目
落地落实，积极打造“市场监管+村委
会（社区）”宣传前沿阵地，建立知识
产权流动指导站，打通知识产权服务

“最后一公里”。2024年，城西所累计
开展证前指导115家次，完成普法活动
120余家次，推进5家小作坊完成升级
改造，走访调研重点企业30家，指导6
家企业创建商标，分批次针对220余
家企业开展集中宣传，发放宣传手册
550余份。

聚力成剑护童心，打造
“守‘未’成长 护‘蕾’先锋”

该所深耕监管“责任田”，扎实
开展校园食品安全排查整治和专项抽
检，强化校外培训机构监管，大力推
进面向未成年人无底线营销和向未成
年人销售烟酒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侵
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违法违规行为。
同时，加大与乡镇各部门、派出所、
学区管理中心以及村（社区）委会等
单位的联动协作，凝聚强大监管合
力，推动构建学校保护、社会保护、
网络保护、政府保护等“多位一体”
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织密未成年人

“保护网”。2024年以来，城西所先后
开展校园食品安全检查5轮次；联合
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检查2次；协
同参与“扫黄打非”行动1次；立案
查处学校食堂违法违规行为4起，校
园周边违法违规行为1起以及向未成
年人销售酒案件1起。

（全媒体记者 丁昆）

以“党建红”赋能“市监蓝”

本报讯 12月 16日，宿松县人
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肖某剑等37
名被告人涉嫌诈骗罪一案。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肖某剑
先后在多地成立工作室，招募被告
人熊某亮等人作为直播团队主播，
负责在某网络直播平台播间从事

“网络直播赌石”诈骗活动。工作
室为各直播团队招募水军、货主、
客服等人员配合直播诈骗活动。苏
某与彭某贺合伙成立直播工作室,在
直播间内采用直播切割“原石”的
方式实施诈骗活动。该犯罪团伙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他人财物，
共计诈骗金额480多万元。

在庭审中，合议庭精准把握庭

审节奏，依法保障各方诉讼权利，
庭审现场井然有序，气氛庄严肃
静，37名被告人均当庭表示认罪认
罚、愿意退赃，深刻反省了其犯罪
行为对社会的危害后果。该案将择
期宣判。

当前网络诈骗时有发生，危害
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宿松法院将继
续依法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坚
决铲除电信网络诈骗滋生土壤，用
司法力量守护人民群众的“钱袋
子”。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要增
强防范意识，提高警惕，不轻信陌生
人的电话和信息，避免上当受骗。

（通讯员 刘村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宿松法院成功审理一起
特大电信网络诈骗案

本报讯 冬闲时节，在怀宁县
小市镇求雨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现
场，5 台挖掘机火力全开轰鸣作
业，平整田地，修建水渠，现场一
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

“今年全镇高标准农田建设共
实施 8000 亩，总投资 2400 万元，
涉及5个村（社区），建设包括土地
平整、沟渠清淤、渠道建设等36个
内容，项目于今年10月开工建设，
确保在2025年 4月投入使用。”小
市镇副镇长葛斌介绍说。

初冬以来，小市镇抢抓农田建
设“黄金期”，全面加速高标准农
田建设步伐，进一步提升农田质
量，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正在现场施工的这片农田一直
由种粮大户周传武承包耕种，总面

积500亩，都是由大小不一的田块
组成，而且高低不一，导致许多
田地难以被水渠灌溉，这也给田
间管理带来诸多困难，而新建高
标准农田则可解决这些难题。在
项目建设现场，周传武站在田埂
上笑得合不拢嘴，“高标准农田建
设为我们种植户带来便利，将节约
不少成本。”

“我过去种植的农田 原 来 比
较分散杂乱，农业基础设施条
件较差。现在经过整治，农田
面 貌 焕 然 一 新 。” 种 粮 大 户 夏
焰生高兴地说，高标准农田的建
设不但使“小田”变“大田”“碎
田”变“整田”，还让“粮田”变
成“良田”。

（通讯员 檀志扬 张瑞）

怀宁：高标准农田建设
让“粮田”变“良田”

本报讯 近年来，望江县凉泉
乡不断优化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结
构，找准产业结合点与突破口，鼓
励农民发展特色产业，多渠道拓宽
农民增收渠道，菌菇种植就是重点
推广的产业之一。

在太华村平菇种植基地大棚
内，比人高的架子上，一个个香菇
整齐排列，一朵朵菌肉饱满、个头
匀称。基地负责人赵忠荣介绍，每
个香菇大棚收益大概在2万多元，
目前有12个大棚，未来还要扩大再
建几个大棚，多种几种菌类，扩大
种植规模。

在香菇大棚不远处，26 万棒
“越冬”木耳也喜迎丰收，朵朵肥
硕可人的木耳密密麻麻地生长在菌
棒上，村民们穿梭其中，熟练地将
成熟的木耳摘下放入桶中，种植基

地内一派繁忙的景象，处处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

太华村今年共种植木耳菌棒26
万棒，从11月初至次年4月底预计
可采摘十次左右，每个菌棒能产出
干品木耳约2.5两。干品木耳的回
收价每斤超过30元，预计产值可达
160万元左右。

菌菇种植基地的建立，也为当
地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家住太华
村大乔组的基地工作人员周长莲告
诉记者，她通过菌菇基地在家门口
实现了就业，负责菌菇的日常种植
和管护。从 11 月份到明年的 4 月
份，每天还有超过50名村民在基地
内采摘菌菇，一天收入超过100元，
大家对这份工作积极性都很高。

（通讯员 李国栋 全媒体记
者 付玉）

望江：菌菇产业敲开“致富门”

本报讯 近年来，桐城市龙
眠街道黄燕村坚持党建引领、综
合施策，推动村民共同参与，实
现全村人居环境由基础整治向品
质提升转变。

黄燕村在农村党员中积极开展
“三比三看”活动及“最美庭院”
评选，鼓励全体党员积极参与评
比，发挥示范作用。同时立足短板
弱项，建立宅基地档案，编制村庄
规划，对农村房屋进行风貌管控。
今年来，全村改造盘活宜居农房和
闲置宅基地住宅4处，成功治理村
域多条黑臭水体，为260户提供安
全、洁净的饮用水，有效满足了农
村用水需求。

该村建立多个垃圾收集点、完
善生活垃圾收运体系，拆除旱厕10
处，改水改厕 140 户，新建公厕 1
处。同时，紧盯移风易俗目标要
求，在全村范围提倡婚事新办、丧

事简办、其它不办，营造新时代良
好风尚。

黄燕村发挥好村民自治的作
用，把门前屋后卫生清扫、柴草堆
放等门前三包纳入“村规民约”，
引导村民主动以村规民约规范行
为。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定期到农
户家中督促指导环境整治，帮助五
保户等特殊群体开展庭院卫生整
治。同时，建立积分兑换激励机
制，极大调动了村民参与人居环境
整治的主动性，一改以往“干部
干，群众看”的被动局面。

日前，黄燕村成功获评省级和
美乡村。精致美丽的农家小院、干
净平坦的乡间道路、欣欣向荣的特
色经济……一幅环境美、产业兴、
乡风新的和美乡村画卷在黄燕村徐
徐展开。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汪向军）

桐城：打造和美乡村“样板间”

12 月 18 日，在怀宁县江镇镇新
联村何小组，有一棵160年枫树，在
当地村民细心照料下，已经是越发
生机勃勃，留住了绿色乡愁。

近年来，怀宁县加快生态文明
建设，以林长制为引领，保护古树
名木和后续资源，让古树“老有所
依”，留住乡愁和记忆。

通讯员 檀志扬 刘庆生 摄

护古树
守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