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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场，即自然村。望江县长岭镇
有大小屋场321个，其中300人口以上
大屋场占比40%，多为同姓聚居，屋场
能不能治理好、发展好，直接关系到当
地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近年来，长
岭镇党委坚持以项目化思维抓实基层
党建工作，探索在行政村下的大屋场
组建党支部，整合多方资源力量，引领
基层治理和产业发展向好向善。

今年，因为和美乡村建设，望江县长
岭镇银杏村中鲁屋中心村格外热闹，一
场场村民议事会议在这里召开，村“两
委”、村民理事会和党员代表，围绕村庄
发展多次齐聚一堂，积极建言献策。

为强化网格化管理，当地把支部
建在屋场上，动员有经济实力、有时间
精力、有工作能力和有社会影响力的

“四力”党员担任支部成员，建立党
员－农户联系服务的排长制度。

“我们这个屋场，总共是8排，8排
就是 8 个排长，环境卫生、人事纠纷、
一些小事啊、绿化，有问题随时开会研
究商量，做工作。”中鲁屋中心村排长
之一虞结银介绍，该中心村共有 102

户、505人。当地要求党员每周至少走
访联系户1次，积极收集并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推动民意在群众家门口
听取、矛盾在群众家门口化解、发展在
群众家门口谋划。

对此，村民虞次平十分熟悉：“党
员都定期到我家里来走访，然后有什
么诉求，什么问题，都是面对面交谈，
来解决这些问题。”

“关键的一条，主要原因就是，依
靠老百姓的支持。”中鲁屋中心村屋长
虞金喜介绍，在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下，
该中心村先后投入资金超 500 万元，
整治人居环境，让乡村旧貌换新颜。

对于变化，村民虞水银说：“以前
我们这个村庄，要形象没有形象，要样
子没样子，现在焕然一新，亮化绿化硬
化，什么都搞起来了，出门也感觉很有
面子。”

在银杏村党总支书记何华生看
来，此种变化，大屋场党支部功不可
没：“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大屋场
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组织发动群
众，积极投身到和美乡村建设中，将我

们的村庄建设得更加和谐，更加美丽，
助力乡村振兴。”

在长岭镇，像中鲁屋中心村一样
的因大屋场党支部产生可喜变化的屋
场还有很多。

该镇出台《深化长岭镇大屋场党
支部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细化具体标
准、工作任务和推进措施，要求各村按
照“一村一品”，每村每年至少拟定一
个标准化、规范化大屋场党支部；对建
立大屋场党支部条件不成熟的地方，将
口碑较好、热心公益事业的年轻人纳入
入党考察对象，作为下一步建设大屋场
支部候选人；对已建设大屋场党支部的
地方，吸纳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热心公
益事业的五老乡贤以及积极带领群众
致富的党员作为支部人选。目前共挖
掘有经济实力、有时间精力、有工作能
力、有社会影响力的“四力”支部委员
140名，实现支部班子结构优化。

该镇各大屋场党支部通过搭建
“村民议事广场”“枫树议事角”“家长
里短传达室”等特色平台，汇集居民议
事、流动党员活动、社情民意收集等功

能，让屋场群众就近就地就便议事协
商；组织开展中心村建设支持、项目推
介、人才招引等活动，引导党员群众积
极献策献力。同时，该镇还依托大屋
场党员活动室打造基层矛盾化解“主
阵地”，完善信访接待、法律咨询、矛盾
调解等服务事项，今年以来，共开展上
门调解 100 余次，解决矛盾纠纷 60 余
起。此外，该镇还充分发挥屋场党支
部引导监督功能，依托“支部+党员中
心户+群众”模式，提前介入治理高价
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

在长岭镇，各大屋场党支部还肩
负着产业发展的重任：负责组织劳力、
协调土地等要素，党员、致富能手负责
资金、技术、种植、市场销售，有效解决
屋场在家劳动力就业难、收入低的问
题。在各大屋场党支部的努力下，
2024 年该镇新增流转土地 3100 余亩
种植辣椒、有机红薯、菊花等农副产
品，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 75 万余元，
户均增收11000余元。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陈霄 石腾飞

深化大屋场党支部建设

整合多方资源 推进基层治理

本报讯 2024 年 12 月 24 日
第三届“长三角慈善之星”安徽名
单公布，望江县慈善总会上榜。

为加快长三角慈善一体化发
展，经沪、苏、浙、皖慈善总会（基
金会）联席会议研究决定，在“三
省一市”慈善总会（基金会）先进

评选或选树的基础上，好中选
优，共推荐了 153 个爱心单位和
爱心个人作为第三届“长三角慈
善之星”，并开展联合宣传。安
徽共有 16 个爱心个人、24 家爱
心单位入选。

（通讯员 任春松）

第三届“长三角慈善之星”名单公布

望江县一家单位入选

本报讯 近来，望江县财政
局严格落实习惯过紧日子要求，
让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花
在紧要处，积极打造节约型财政。

厉 行 节 俭 ，习 惯 过“ 紧 日
子”。该县从严从紧编制预算，推
动过“紧日子”制度化常态化，严
控“三公”经费，截至去年11月底，
全县公务接待经费支出374.31万
元，同比下降15.45%。优化结构，
兜牢兜实“三保”底线。该县坚持
把“三保”支出放在财政支出的优
先位置，2024年足额安排“三保”
支出预算25.99亿元，着力保障和

改善民生。与此同时，强化35项
基本民生支出序时监管，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跟踪
问效，提升财政管理绩效。该县
制定《望江县2024年综合预算绩
效管理考核细则》，明确部门绩效
管理工作方向和重点，选取2023
年度部门预算安排的 16 个重点
项目、1个部门整体支出开展财政
重点评价，努力提升资金使用绩
效；严格新增项目支出，探索开展
项目预算评审，通过开展 1 个项
目评审，节约财政资金54万元。

（通讯员 徐慧影）

望江县财政局：

三管齐下打造“节约型财政”

本报讯 近年来，望江县杨湾镇
坚持以“书记项目”为抓手，压紧压实
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主体责
任，充分发挥“头雁作用”，带领党员
干部勠力同心，集中解决一批基层党
建重点难点问题，推动党建与业务密
切融合，助推乡村振兴。

立足镇情村情实际，坚持“切口
小、有难度、示范强、能落实”的原则，
围绕群众的“急难愁盼”和“头等难
事”选题立项。镇党委组织党建、经
发、便民服务中心等多部门联合对

“书记项目”进行审核，对于内容空
泛、措施不具体的项目予以退回并要
求重新申报，真正做到工作中心在哪
里，“书记项目”就在哪里，最终精准
确定基层党组织2024年“书记项目”
共10个，书记领办事项共38个，为全
年“书记项目”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将“书记项目”纳入全镇基层党
建重点任务专门部署、专项推进，落
实一名镇班子成员联系、一名党组

织书记领办、一个单位主体实施一
个“书记项目”的“四个一”举措，多方
联动协调推进实施项目。建立项目
管理台账，要求组织部门跟踪管理，
定期督导，实时把控项目进度、项目
质效，对于进展缓慢、没有达到预期
目标的，第一时间提醒，帮助认真分
析原因症结，并要求限期整改。截
至目前10个“书记项目”、38个书记
领办事项均已完成。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
员就是一面旗帜。镇党委要求各基
层党组织书记切实扛起第一责任人
责任，以身作则，带动党员群众积极
参与到“书记项目”中，形成“头雁”领
航，“群雁”齐飞的良好局面，全力推
动“书记项目”落实、见效。2024年，
镇党委通过实施“汇‘流’聚力，‘杨’
帆共进”项目，充分激发流动党员队
伍活力，引导347名流动党员立足自
身岗位服务家乡群众，发挥先锋作用
助推杨湾发展。 （通讯员 张悦）

杨湾镇：

党建业务双融双促助振兴

本报讯 近日，在望江县太慈镇群
星村前进村民小组近50亩一片荒芜的
田地里，两台挖掘机正挥舞着“长臂”
紧张有序地作业，一丛丛杂草、藤蔓和
灌木在轰鸣的机声中连根拔起，现场
还有两位村干部坚守在那里……抛荒
的土地上吹响了耕地“找回”攻坚战的
冲锋号。

近年来，太慈镇耕地流失严重，各
村因青壮年外出务工、或因谷贱而弃农
经商等多种因素，导致成片田地闲置撂
荒，茂密的杂草杂树“侵占”着大量的土
地资源，长期得不到有效利用。像九龙

村、红庙村耕地流出都在300亩以上。
这次如火如荼地开展耕地恢复工作，可
谓声势浩大，成效显著，能为太慈镇扩
大种植面积2000多亩，预计每年可多
打粮食200多万斤，产值可达200多万
元。据悉，太慈镇镇村干部近期一边倒
地下沉村组，为“找回”耕地、助农增收
而尽职尽责、倾心倾力，他们坚持目标
导向，狠抓落实，全面推进撂荒土地综
合治理工程加速度、高质量地实施。全
镇14个村日夜加班加点，突击施工，力
争在年底全面完成垦荒任务。

（通讯员 陈学武）

太慈镇：

唤醒“休眠田”增粮又富民

冬日收获忙

◀1月2日，望江县赛口镇九华村的
食用油加工厂，工人们正在酿制食用油，
九华村粮油加工综合体项目集收购、储
运、烘干、加工为一体，油菜籽加工旺季
时，日加工量可达2吨，年产量高达36吨，
为村集体带来15万元收入，同时提供5个
就业岗位。此外，压榨后的油饼富含营养
元素，成为优质有机肥料，广泛应用于果
蔬种植。通讯员 吴园园 方亚群 摄

本报讯 近年来，望江县统筹推进
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

“三水共治”，大力实施以水兴城战略，
赋予“水文化”，发展“水经济”，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

以水美城，扮靓水环境

望江县深入实施城区“一河两湖”
综合治理和农村净水攻坚行动，2024
年城区新改建供排水管网22公里，完
成水环境综合治理6公里，总投资1.35
亿元的莲花湖公园建成开放；宝塔河综
合 治 理 工 程 加 快 推 进 ，投 入 资 金
24894.39万元，打造塔影雷岸、古墨竹
韵、望江驿、生态大草坪及绿化景观等；

积极推进生活垃圾就地分类减量和资
源化利用，整合和美乡村建设资金近
5.2亿元，完成18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任务，投入资金5584.44万元，对8
条农村黑臭水体进行综合整治，县域内2
个国控和1个省控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
和达标率均为100％，呈现出一幅绘就

“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生态画卷。

以水彰文，赋能水文化

望江县充分挖掘古雷池文化、龙舟
文化等，使文化传承与河道保护相得益
彰。连续两年举办“龙腾雷水 活力望
江”龙舟赛，将龙舟赛事与文旅商贸活
动有机结合，打造具有望江特色的群众

体育赛事品牌；成功举办八届油菜花赏
游活动，精心打造长江岸线洲地、武昌
湖湿地、香茗山山地3条赏花线路，策
划了好戏望江、多彩望江、活力望江、律
动望江、绣美望江、花开望江等6项特
色活动供游客游玩体验，进一步巩固提
升“大美望江·古韵雷池”名片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

以水兴业，做活水经济

望江县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
工程，充分依托本地水资源优势，大力
发展生态水产养殖和种植业，将绿水青
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因地制宜推进“一
村一品”建设，成功培育薄壳山核桃、瓜

蒌、黑木耳、油茶、生态蔬菜、稻虾联种、
网箱黄鳝等一批特色产业；望江艾草等
成功创建全国有机农产品基地，全年新
增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2个、“皖美农
品”4个、绿色食品及有机产品认证20
个，“望江黄鳝”获第六届渔博会推荐优
质水产品奖，实现绿色食品全产业链年
产值165亿元以上；实施乡村休闲旅游
精品示范工程，谋划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望江段、武昌湖湿地文化公园项目，推
进中国雷池历史文化旅游区、挑花民俗
风情村等项目建设，创建桃岭村A级景
区，打造“红色回民、运动村寨”乡村特
色体育产业IP，实现乡村休闲旅游营业
收入6亿元以上。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胡邦进）

幸福生活逐水而来

▶1月6日，村民正在采摘黑木耳。2024年12月下旬以来，望江县鸦滩镇茗南村的黑木耳迎来采
收季。茗南村今年共种植了8万棒黑木耳，头茬4万棒黑木耳已进入采收期。黑木耳为茗南集体经济
增收20万元，同时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大量就近就业的机会。 通讯员 汪红芳 摄

图 说

近日，望江县黄梅戏爱好者协会为广大市民带来了一场黄梅戏演出
活动，让人们在欢乐的节日氛围中感受到了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当
日，演员们以醇厚的唱腔和细腻的表演，演绎了多部经典的黄梅戏剧目
选段，现场气氛热烈。 通讯员 曹晓勇 摄

本报讯 近年来，望江县漳湖镇
回民村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
户”的“订单农业”模式，大力发展优质
蔬菜产业，做好直通长三角的“菜篮
子”，走出一条蔬菜种植促产业振兴、
村民增收的“新路子”。

1月3日，笔者在回民村的蔬菜种
植基地放眼望去，成片的小白菜郁郁
葱葱、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忙着采收已
经成熟的小白菜，现场呈现出一派繁
忙的丰收景象。

“你看这小白菜，长得多好！”基地
负责人吴克俭一边指导着村民采收，

一边介绍，“小白菜种植难度小、生长
周期短、产量有保障，只要我们在管理
上下足功，就能够带来可观的丰收。”

该基地种有50个大棚的小白菜，
总面积约30亩，亩产预计超4000斤，
此外基地还种有花菜、生菜、莴苣等蔬
菜，长期吸纳本村及邻村50余名村民
在基地参与种植、田间管理和采收。

“没事的时候来这儿打点零工，一天
轻轻松松能收入 100元，再加上自己
种上些地，一年下来的收入也还行。”
相邻的六合村村民丁胜边干活边介
绍道。 （通讯员 何明）

漳湖镇：

大棚丰收绿意浓

本报讯 望江县凉泉乡河南
村，利用冬闲田种植绿色蔬菜，变

“稻油轮作”为“稻油菜轮作”，让
土地发挥最大效益，带动群众致
富增收。

2024年12月23日，在凉泉乡
河南村冬闲田绿色蔬菜种植基
地，放眼望去，绿油油的上海青长
势喜人，60多位村民一边收割白
菜、一边打包装运。正在收获的
这片冬闲田面积有30多亩，是河
南村集体集中流转的土地。今年
10月，水稻收割上岸后，河南村充
分利用土地“空闲期”，抢抓时节
种植蔬菜等冬季作物，做到人田
两不闲，助力农民增产增收。王
曙红是当地的种植大户，有一定
的种植蔬菜经验。他与河南村进
行股份制合作，发展蔬菜产业。
王曙红高兴地说：“今年，我们种
了近300亩小白菜，长势很好，每
亩产量大约在 5000 斤左右。我

们是订单产业，大概每斤可以卖
五毛钱，每亩产值2500块钱。”

利用冬闲田发展特色种植，
在一季油菜和一季水稻的基础
上，“无缝衔接”种上蔬菜，为当
地村民提供就业岗位。村民不仅
有土地流转费用，还可以到基地
打工增加收入。蔬菜产业不仅给
种植大户和村民带来 10 万多元
的季节性收入，也为河南村集体
经济带来增收。通过调整产业结
构，发挥提高土地效益，让“冬闲
田”变“增产田”，真正实现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我们利用冬闲田发展
特色种植，这种方式进一步改良土
壤，同时也提高土地利用率。明
年，我们还将继续扩大规模，增加
品种，形成产销一体化的这种经营
模式，带动更多的村民致富增收。”
河南村村党总支书记金国良说。

（通讯员 金锋 产雨 李国栋）

凉泉乡：

“稻油菜轮作”实现闲田“绿色过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