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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点点 击击 DIANJI

“ 本报讯 近年来，望江县杨湾镇在选拔
任用、教育培养等方面持续发力，着力锻造
一批高素质村干部队伍，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杨湾镇拓宽选人渠道，聚焦队伍年轻化、
知识化、专业化建设，从退役军人、本地大学
生、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及致富能手中挖掘培
养后备干部，确保政治可靠、群众基础扎实
且具备良好教育背景的人才脱颖而出，为村
级组织注入“新鲜血液”。目前，该镇已建立
16 人的村级后备干部库，35 岁以下占比达
56%，为队伍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该
镇坚持“德”与“能”统一，推动村干部队伍育
得好、素质高；坚持“严”与“爱”结合，推动村
干部队伍管得好、干劲足。今年以来，该镇结
合工作实际，多措并举开展警示教育，覆盖全
体村“两委”干部，有效提升了队伍的整体风
貌和服务水平。 （通讯员 曹鹏飞）

杨湾镇：

锻造高素质村干部队伍

本报讯 近年来，怀宁县小市镇人大从听
民声、解民忧、贴民心三方面入手，以“点、线、
面”三维路径，形成立体化工作局面，多举措
推动乡镇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小市镇人大积极开展“人大代表回选区、
访选民”活动，推动“居民代表夜话”常态化，
今年以来，共接待选民 136 人次，参加“乡村
夜话”和座谈会 20 多场，收集整理各类意见
建议20多条。该镇人大综合运用视察调研、
听取报告、实地督办等方式密切跟踪民生实
事项目推进情况；积极探索基层治理精细化
新路径，充分利用辖区 238 个网格，助推代
表积极进村组、进选区、进网格。今年以来，
市、县、镇三级人大代表深入网格，主动参与
小市镇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农村道路安全、
产业发展等工作，有效提高了群众的幸福感
和满意度。同时，该镇人大不断完善跟踪
督办落实制度，加强代表与承办单位之间的
沟通联系，提高办理工作透明度，切实提升办
理答复工作质效。 （通讯员 刘舰宇）

小市镇：

推动乡镇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12 月 22 日，一场充满活力的冬
季长跑挑战赛在望江县太慈镇举行，170 多
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选手同场竞技。

本次冬季长跑挑战赛的赛道全程 16 公
里，精心规划的路线犹如一条绚丽的丝带，
穿梭于太慈镇的三个村落之间。在本次比赛
中，太慈镇白莲洲村村民徐林芳表现出色，荣
获女子组第一名。她说：“这次长跑挑战赛让
我收获满满，既锻炼了身体，又感受到了乡村
的独特魅力，沿着赛道奔跑，仿佛穿越在一幅
美丽的田园画卷之中，每一处景色都让人心
旷神怡。”下一步，太慈镇将以此次长跑挑战
赛为契机，进一步整合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更
多具有特色的文旅产品和线路，如乡村美食
之旅、民俗文化体验之旅等，推动文旅产业从
单一性向全域化、从季节性向全年性发展。
同时，该镇将通过发展文旅产业，带动当
地农产品销售、民宿经营等相关产业的繁
荣，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通讯员 徐慧琳 何桂林）

太慈镇：

文旅融合助振兴

本报讯 12 月 20 日，在位于
太湖县北中镇宝坪村的安庆凡成
服饰有限公司帮扶车间内，工人
们分工明确，正在有条不紊地赶
制服饰订单，此起彼伏的缝纫机
声音和工人们忙碌的身影，成
为宝坪村乡村振兴的一道亮丽
风景线。

这家公司的入驻是镇、村和驻
村工作队共同到福建省泉州市开
展招商引资洽谈工作所带来的成
果，公司于2022年7月在宝坪村正
式投产。“这家公司不仅带来了先
进的生产设备和专业技术团队，也

改变了村里没有现代化工业的历
史。它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带来超
过10万元的收益，为群众提供了80
多个就业岗位，真是一举多得的好
事、实事。”宝坪村驻村第一书记、
工作队队长王富足说。

近年来，宝坪村大力发展茶叶
产业，全村现有茶园面积 2500
亩，其中集体茶园面积340亩，茶
叶加工厂3个，使茶叶成了全村的
支柱产业。在抓好传统农业产业发
展的同时，该村通过“内搭平台、
外联老乡”机制，加大“双招双
引”工作力度，积极吸引在外大学

生和致富能人回乡创业。截至目
前，宝坪村与招引企业合伙投资发
展蛋鸡养殖场2个、瓜蒌种植基地1
个、服饰加工帮扶车间1个。该村
通过能人带动、多产融合，做到稳
就业、促致富。宝坪村推行的“村
企融合，共赢发展”的新模式，为
乡村振兴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为加大驻村帮扶力度、助力乡
村振兴，今年7月，中国电信安庆
分公司经过公司党委会研究决定，
对宝坪村实施工装消费帮扶项目，
并签订了帮扶协议。在村“两委”
和驻村工作队的精心筹备下，双方

经过多次沟通洽谈，最终确定了工
装的标准和样式。

此次工装消费帮扶项目，一次
性采购了 2478件工装，合同金额
超过50万元。凡成服饰公司以前
全部做外贸订单，做内贸订单经
验相对不足，就如何保证订单工
期和质量，做好企业服务工作，
宝坪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组
织人员带着样衣前往安庆市区及
各县 （市），对全体电信职工逐个
进行量体。确定件数后，立即通
知厂家订货发料，加班生产，在
合同规定时间内，于近日将所有

工服如数保质供货到位，得到了职
工满意的评价。

这一项目的成功实施，不仅
为宝坪村的服装产业提供了订
单，更带来了可观的收益，直接
为企业带来经济纯收入 15 万余
元，其中分红给村集体经济纯收
入达 10 万元，也激发了村民们的
创业热情和信心。随着凡成服饰
公司的入驻和电信工装消费帮扶
项目的成功实施，宝坪村的乡村
振兴之路将越走越宽广。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
员 吴承钺）

北中镇：倾情帮扶拓宽乡村振兴路

打造“日登天柱、夜游
皖城”新业态

在“大黄山”建设的新起点上，
潜山市充分发挥天柱山龙头作用，
推进软硬件升级，形成“东西互动、
山城联动、日游夜宿”的旅游新格
局，从“一山”走向“全域”。

12月24日，记者走进天柱山东
北部的龙潭河景区，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宽敞的停车场和气派的游客服
务中心。游客服务中心内，商铺正在
装修，缆车已经就位，工人们正在对
索道支架进行调试，即将开门迎
客。这是正在实施的天柱山龙潭
河景区开发系列项目，总投资7亿
元，目前已完成旅游服务区、索道、
东关栈道、天龙隧道、万涧村安置
区建设，正在规划建设竹海酒店。

“龙潭河景区是天柱山的东大
门，项目建成后将直接促成天柱山

‘东进西出、西进东出’旅游大环线的
形成，（天柱山）景区游览面积、游客
接待能力将增加1倍。”安徽天柱山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义鹏介
绍，“大景区”带动“大产业”发展，景
区周边龙潭特色民宿集群、湖田康
养中心、皖水流域开发、国家储备林
等文旅配套产业项目也相继启动，
农林乡旅、体养康旅等产业业态正
在快速形成集聚和融合发展势头。

围绕天柱山，潜山市还启动了
天柱山入口片区综合开发，建成天
柱山研学旅行营地、青少年综合实
践基地，实施了综合培训中心、温泉
酒店等一批重点项目，招引培育研
学、康养、商务、会展等文化创意产
业，打造以天柱山为核心的高端服
务业集聚区。

同时，潜山市大做“山下文章”，
打造“日登天柱、夜游皖城”新业
态。借助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利用项
目，实施雪湖水系综合治理，恢复舒
王阁、文峰塔、皖山书院等历史建
筑，保护开发天宁寨—龙井巷历史
文化街区，打造雪湖里“夜游”综合
体，延长游客在潜山的旅游时间。

此外，潜山市通过打造新场景、
引进新业态，带动乡村旅游提档升
级。该市围绕文化赋能，深入挖掘皖
文化、红色文化、非遗文化等资源，打
造“地质寻秘”等七大主题研学产品，
涌现野寨中学国防教育等10余个研
学品牌。今年以来，天柱山景区接待研
学游客26万人次，同比增长88%。

潜山市还积极引导年轻人回乡
打造新业态。从英国留学归来的“90
后”朱思逸将露营烧烤、草坪婚礼、
户外拓展等新业态带到乡村，将家
乡的农庄打造成度假庄园，激活了乡
村经济；“95后”青年创客胡瑞将咖
啡馆开进田野、山村，吸引众多游客
前来打卡、拍照，形成了快速、大规模
的传播，让乡村旅游频频“出圈”。

“体育+文旅”让“流
量”变“增量”

体育比赛是一张精美的“邀请
函”，潜山市按照“四季赛事”思路，
谋划“跟着赛事去旅行”系列活动，
初步展现“一人参赛，多人旅游；一
日比赛，多日停留；单人竞赛，多人
消费”的体育旅游新模式，将体育赛
事的“流量”转化为了消费的“能量”
和经济的“增量”。

春季，在潜山市痘姆乡油菜花
田里，比拼团队力量的拔河争霸赛
激情上演，来自该市16个乡镇的32

支队伍共450余名选手参加比赛，
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村民和游客前来
观摩助威、打卡拍照。

夏季，在潜山市黄泥镇文昌村
口广场，比拼技巧与团队协作的“村
BA”火热开赛，来自该市各乡镇的16
支篮球代表队展开激烈角逐。现场
除了球迷以外，还吸引了一些摄影
爱好者和自驾游客前来观看比赛，
体验乡村风情。

秋季，位于天柱山麓的雪湖公
园里，2024年全国桨板U系列赛（安
庆潜山站）成功举行，赛事吸引了
150余名桨板爱好者和专业选手参
加，充分展示了潜山完美的水资源
和丰富的水域自然条件。

今年冬季，在天柱山风景区，
“2024 天柱山半程马拉松赛”圆满
落幕，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0 余名
跑步爱好者参赛。

潜山市在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
动中，巧妙地嵌入文化和旅游元素，
力争通过举办赛事活动深挖本土文
化内涵、整合旅游资源、发展赛事经
济。多年来，该市围绕环天柱山、环
潜水河两条体育旅游精品线路，成
功举办了多届国际长板速降赛、半
程马拉松赛、摩友大会、溯溪越野
赛、新年登高赛等国内国际赛事，打
响了潜山市高端体育赛事品牌。

同时，丰富多元的体育赛事活
动，也推动了该市山地越野、攀岩漂
流、高山滑雪、低空飞行、长板速降、
滑板运动等蕴含运动元素的旅游新
业态不断涌现，吸引了更多人从“参
加一场赛”转向“玩遍一座城”。

过去，潜山的冬季略显冷清。但

随着天柱山滑雪场的运营，近几年，
潜山的冬天人气火爆，“冷资源”变成
了“热经济”。天柱山滑雪场面积有
5万多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3000
人。2024年春节，该滑雪场共接待
游客2万人次，同比增长8%，周边30
余家民宿“一房难求”。今年冬季，该
滑雪场“开板”迎客的首个周末，游客
纷至沓来，日客流量达千余人。

“皖美潜宿”让“游客”
变“留客”

新场景、新业态引来客源，如何
把“游客”留下来，让他们成为“住
客”？潜山市以真金白银支持民宿
产业发展，从设计理念上下功夫，
在体验内容上做文章，积极引导民
宿业主引入特色餐饮、健康休闲、
文创产品、户外运动、会议接待等
配套业态，满足休闲度假、旅途住
宿、农事体验、工艺研学等不同需
求，持续打响“皖美潜宿”品牌。

“现在一年四季都有住客，夏季
和冬季都是民宿的旺季。”12月 23
日，在潜山市水吼镇天柱村前进
组，民宿经营者朱先波在歇息了 1
个月后，又开始了新一季的忙碌，
他说这波忙碌将持续到春节后。

朱先波是潜山市首批民宿经营
者，早在 2018 年，他就回乡开起了
民宿。在外开旅行社多年，他看到
了民宿的发展前景，毅然将家里的
几间老房子改造成了民宿。虽然
房间定价不低，但因为当时民宿
少，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入
住，6间客房经常住得满满当当。

这两年，朱先波发现，个性独特
的民宿也能吸引游客“到此一游”，
甚至住上三五天。今年，他对民宿
进行了升级改造，将民宿的整体风
格打造成白色的现代风，还请设计
师对房间进行了个性化打造。

“这是星空房，可以放下楼梯
到楼顶看星空；这是山景房，可以
站在大阳台上看远处的田野、青山
……”朱先波带着记者参观他民宿
的新房间，房间宽敞明亮，不仅安
装了地暖和全屋智能，还设计了不
同主题。民宿公共区还配备了游泳
池、儿童乐园、乒乓球室、咖啡室、书
吧等，供游客休闲娱乐。

朱先波将民宿交给了专业机构
运营，他和家人只需做好服务。在
他的带动下，这两年，周边十多户
村民都在家开起了民宿。他所在
的村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土路变成了旅游风景道，老房子变
成了风格各异的现代民宿，村民变
成了民宿管家，村庄变成了民宿集
群，往来游客络绎不绝。

在天柱村纸岩组，民宿经营者
储楚正在为过年准备物资，晒香肠、
腊肉，购置烟花、鞭炮等。这两年，
每年春节都有游客包下她的小院过
年，体验乡村浓浓的年味。她会给
客人做年夜饭，为他们定制游玩路
线。客人们可以在小院尽情放烟
花、围炉煮茶、闲话家常。

如今，潜山民宿正向个性化、多
样化和场景化发展，形成了茶庄、万
山、官庄等高端民宿集群，天寺、方
冲等大众避暑民宿片区。目前，潜
山市拥有精品民宿100余家、普通民
宿（农家乐）300余家，其中全国乙级
民宿1家、丙级民宿7家，省“皖美”
金牌民宿10家、银牌民宿38家。各
式各样的民宿，已成为游客追寻的

“诗与远方”，吸引游客从“到此一
游”的短暂停留转变为“深度体验”
的长期驻足，实现了“游客”向“留
客”的华丽转身。

潜山市作为全国第一家、也是
目前唯一一家以旅游特色经济获批
的县级市，已从单一的“山水观光
游”向户外运动、乡村民宿、康养休
闲、研学旅行等新业态拓展延伸。
当前，该市正抢抓“大黄山”发展战
略机遇，做强全域旅游，建设全景潜
山，推动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新业态激发旅游新活力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潘艺

12 月 21 日，潜山市天柱山滑雪场“开板”
迎客，吸引了众多滑雪爱好者前来体验冰雪运
动的魅力，也让潜山旅游在冬季再掀热潮。

回望今年，潜山市旅游发展可谓“热力十
足”。到田野去喝咖啡、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
悟空游天柱……这些多元旅游新场景、新业
态，让文旅市场活力迸发。今年1-11月，该市
共接待游客 1664.03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131.75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0.42%和36.47%。

12月22日，游客在天柱山滑雪场享受冰雪运动的快乐。 天柱山滑雪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