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潜山市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市委
“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以“美丽
庭院”建设为重要抓手，积极探索“美
丽庭院”+发展模式，将其与产业发展、
乡风文明、文化传承紧密结合，引领广
大妇女投身其中，以家庭“小美”汇聚
乡村“大美”，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新
活力，助力乡村实现提质增颜的新跨
越。该市已培育打造“美丽庭院”示范
户1500余户，建成“美丽庭院”示范村6
个，取得了显著成效。

激活乡村经济新动能

潜山市充分挖掘自身丰富的旅游
资源优势，将“美丽庭院”建设与“产业
发展”深度融合，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
乡村振兴之路。

天柱山镇天寺村、茶庄村以及水
吼镇天柱村等地，凭借得天独厚的山
水资源，按照乡村旅游度假区的建设
理念，精心打造“美丽庭院”。每一处
庭院都设计精巧，不仅外观典雅，内部

环境也十分宜人，院内繁花似锦、绿树
成荫，景观别具一格。这些美丽庭院
将村民居所、村庄发展与旅游产业完
美融合，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同时，该市结合“美丽庭院”建设，
大力推进妇字号“徽姑娘”妇女就业创
业项目，鼓励妇女积极参与乡村发展，
为产业振兴贡献力量。全市已有百余
户家庭通过创建“美丽庭院”，成功开
办民宿、农家乐等旅游服务项目，其中
5户还获得了“徽姑娘”项目的扶持。
这些举措不仅有效激发了“美丽庭院”
的内生动力，更推动了“美丽庭院”向

“美丽经济”的转变，带动了当地农民
增收致富，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

展现乡村独特新魅力

在“美丽庭院”建设过程中，潜山
市注重挖掘各地特色文化，丰富“美丽
庭院”的内涵，致力于打造“一村一品、

一村一景、一村一韵”的乡村风貌。
痘姆乡红星村将美丽庭院建设与

古陶非遗传承深度融合，在院落和院
墙上随处可见陶艺元素，既凸显了庭
院的别致风格，又传承了当地的历史
文化。

官庄镇官庄村则将孝义文化融入
“美丽庭院”建设，“美丽庭院”示范户
不仅是居室整洁、院落优美的代表，更
是孝义文化的传承者和发扬者。

黄泥镇龙坦村创新实施“积分超
市”激励机制，培育共建共享文化，通
过“红榜”激励“和净美”，用“黑榜”鞭
策“脏乱差”，使争创“美丽庭院”成为
当地群众的一种文化自觉。

涵养乡村文明新风尚

潜山市以“美丽庭院”建设为契
机，大力推进家庭文明建设，注重涵养
良好家教、培育优良家风。依托“我们
的节日”系列活动，该市在春节、端午、
重阳等传统佳节期间，组织开展了500

余场“好家风”传承活动，包括“好家风
进万家”巡讲、“家风故事永流传”诵
读、“晒晒我的好家风”以及家庭教育
促进法知识竞答等。这些活动在全市
营造了崇德向善的家风氛围和风清气
正的社会环境。

为了充分发挥家庭成员的主观能
动性和创造力，该市鼓励村民以书法、
楹联等形式，设计具有自家特色的家
风家训格言牌，打造独具魅力的家风
文化。此外，该市还广泛开展“文明家
庭”“最美家庭”“法治家庭”等特色家
庭评选活动，并将文明家庭建设纳入

“美丽庭院”考核体系，对获得各级文
明家庭、五好家庭、最美家庭、好婆
媳、好人等荣誉表彰的家庭给予加分
奖励。

近年来，该市共评选表彰省、市各
级优秀家庭典型300余户，“好婆媳”等
优秀家庭成员30余人，成功建设县级
以上文明村镇（社区）116个，有力地推
动了乡风文明建设。

通讯员 涂青青 潘艺

“美丽庭院”助推和美乡村提质增颜
新闻广角新闻广角

本报讯 浓浓年味儿还未散
去，潜山市企业已经吹响复工复产

“集结号”，纷纷开足马力忙生产、
赶订单、拓市场，全力稳增长、力
拼“开门红”。

2 月 5 日，在安徽和盛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里，工人干劲
十足，熟练地操作着机器。车间机
器轰鸣，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
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这家位于梅
城镇的企业，从事预分散颜料及母
粒生产，主要为汽车、家电、玩具
等提供色彩应用方案。新年伊始，
公司按下复工复产的“加速键”。
安徽和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储少林：“开好局、起好步，
2025 年和盛公司的目标产量为
12000吨，产值争取突破2个亿。目
前一天的生产量大约为 30 吨。为
此，公司全体员工上下一心，铆足
劲、绷紧弦，紧盯目标任务，全力

以赴冲刺‘开门红’。”
人勤春来早。在新能源产业蓬

勃发展的背景下，生产高性能超薄
锂电铜箔、电子铜箔的安徽慧儒科
技有限公司势头强劲，企业订单
足，生产任务重，春节期间同样高
速运转。安徽慧儒科技有限公司制
造中心生产副经理张荣干：“春节
期间，我们没有停机，全力生产，
为保证完成 2025 年的生产经营计
划，每个人都鼓足干劲的去做好自
己的本职工作。”

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
程。目前，潜山市的不少企业都
拿出“开局就是冲刺”的干劲陆
续有序复工。同时，市直各相关
单位、部门也积极做好重点企业生
产摸排和调度工作，切实保障要素
供给，确保工业产能加速恢复、工
业经济平稳运行。

（通讯员 胡文彬 杨晗）

吹响“集结号”冲刺“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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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潜山市天柱山镇依托境
内丰富资源，以“四季村晚”为平台
适时推出天寺年货节、“村晚”、天柱
山音乐漂流节、“黄梅戏进景区”、天
柱山避暑音乐节、民俗文化节等文旅
特色活动，文旅融合释放出乡村振兴
新活力。

近日，在天柱山镇河西村活动广
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一场以

“共筑乡村振兴梦 同绘美好新篇
章”为主题的乡村“村晚”吸引众多
市民前来看演出、品年俗、购年货。

婉转动听的歌曲、诙谐幽默的小
品、热烈欢快的舞蹈……一场场精彩
纷呈的演出在观众们阵阵热情的掌声
中轮番上演。活动在激昂的舞狮表演
中拉开帷幕，开场鼓《中国范》让观
众感受到新农村群众的活力与梦想的
力量；情景剧 《彩礼送来“摇钱

树”》用接地气的话语引得现场观众
高声喝彩，并纷纷拿出手机拍摄；黄
梅歌 《六尺巷》 曲调清新、朗朗上
口，诠释了六尺巷礼让和谐的文化内
涵。在活动现场，主办方还对美丽庭
院、公益事业示范户、好媳妇好婆婆
等代表进行了授牌，以通过树立榜
样，激发人们的精神不断向善向美。

河西村“村晚”已连续举办了六
届，现已成为该村每年必备的文化

“套餐”，群众广泛参与到传统民俗项
目、乡村文化活动中。“我们通过群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大伙儿在特殊
的节日聚拢起来，传递快乐凝聚力
量，群众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都很
高。”在现场观看节目的河西村文化
管理员彭玲说道。

群众演员彭学平说：“我今天演
出的是歌曲独唱《爱拼才会赢》，值

此新春佳节之际，希望各位父老乡亲
能够把拼搏精神弘扬与传承下去。”
当天，村民自导自演歌曲《爱拼才会
赢》、三句半《移风易俗我们说》等
节目情真意切，引起群众共鸣。

台上有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台
下是琳琅满目的农产品展销，茶叶、
土鸡蛋、蜂蜜、山芋粉……来自镇内
外的村民、部分合作社在广场上围成
一圈“支起了摊”，亮出各自的“当
家花旦”，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购买。

在天柱山镇林庄村年俗文化节现
场洋溢着喜庆的气氛，打糍粑、扯挂
面、熬米糖、打豆腐、舞龙、写春

联、卖年货……市民纷纷前来感受年
俗文化魅力。

近年来，潜山市天柱山镇集聚乡
村资源，积极探索推出更多元素的

“四季村晚”。以“村晚+”特色节庆
节日推广、旅游产业发展、新兴消费
业态创新为核心。通过实施“1+N”
模式的村晚活动，即以1场主题演出
为 核 心 ， 辅 以 “ 赏 ” 非 遗 民 俗 、

“品”地方美食、“购”农副产品、
“悦”动乡村等多样化的“N”个特色
活动，推动农业、文化和旅游的融合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余叶茂）

“村晚”搭台唱响乡村“振兴戏”

2025年蛇年春节假期，天柱山景区
共接待游客20.8万人次。

天柱山景区以“登天柱，得天助”
为主题，推出首个内涵丰富的国潮春
节，准备的多重新春“大礼”，让游客目
不暇接，“惊喜”不断，流连忘返。

通讯员 王银枝 刘汉迪 摄

春节假期天柱山

迎客20.8万人次

本报讯 2 月 5 日，潜山市委
社会工作部联合潜山经开区、市人
社局抓住春节期间人员返乡招工黄
金时段，举办“春风行动”专场招
聘会。

在招聘活动现场，应聘人员络
绎不绝，气氛热烈，华业香料、卫
康制药、北京锐业等企业向求职者
抛出“橄榄枝”，吸引了不少返乡
农民工前来咨询和求职。大家穿梭
于各企业展位之间，根据自己的职
业规划，与用人公司沟通相关需
求、岗位信息、薪资待遇等情况。

求职者王涛兴奋地说道：“我
是一名应届本科生，本科学的是化
学工程，想在老家找一个能和自己
专业匹配度较高的、待遇也还行的
工作，在这里看了三四家企业，条
件都还挺不错的，比较符合我的意
向，后面回到学校我会慎重考虑并
作出选择。”

“我们公司准备了 120 多个岗

位，涉及制药工、电气工程师、工
艺员等岗位，现在已经有不少人来
咨询，填报资料，今天达成意向签
约的就有5个了。”北京锐业制药
（潜山）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说。

潜山经开区还组织党员志愿
者，在现场设立“产业链党委招
聘专区”，为前来求职的市民提供
政策咨询服务，并进行求职意向
登记。

此次“春风行动”招聘活动将
持续到 2 月 22 日，期间将开展 29
场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共有700余
家企业参与，提供10000余个就业
岗位。下一步，该市还将继续以

“春风行动”等活动为契机，积极
发挥政府、企业和社会多方力量的
协同效能，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搭
建“连心桥”，既为广大求职者提
供更加贴心、高效的就业服务，也
为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
保障。 （通讯员 汪忆港）

700余家企业
为返乡游子提供万余岗位

本报讯 在传统印象里，养蚕是
一项依赖人工、受自然环境制约的农事
活动。然而，如今在潜山市槎水镇中畈
村，一种全新的工厂化养蚕模式正悄
然兴起，古老蚕桑产业“破茧成蝶”。

走进中畈蚕桑产业园，映入眼帘
的是一排排整齐的多层养殖架，上面
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蚕宝宝。与传统养
蚕方式不同，这里看不到桑叶随意堆
放，也没有嘈杂的人工劳作场景。车
间内温度、湿度、光照等环境参数均
由智能控制系统精准调控，工作人员
只需在一旁监控设备，定期为蚕宝宝
投喂经过科学配比的人工饲料。

车间技术员张江伟介绍，工厂化
养蚕实现了养蚕过程的标准化、规模
化和智能化。通过精准控制环境，蚕
的生长周期更加稳定，产量也大幅提
高。以往传统养蚕，受气候、病虫害
等因素影响，产量波动较大。现在，
在工厂化环境下，不仅能有效避免病
虫害的大面积传播，还能利用先进的
养殖技术，让蚕的成活率达到100%，
成品蚕茧品质更高。

中畈村是全国蚕桑“一村一品”
示范村，拥有高标准桑园2100余亩，
2023年与安徽鑫缘天柱茧丝绸有限责
任公司合作投资1500万元，建成4000

平方米自动化养蚕工厂。工厂做到全年
化、饲料化、智能化、科技化养蚕，打
破了传统养殖方式。通过“公司+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合作模式，每年可向
周边150余户蚕农和专业大户提供2000
张优质蚕苗，带动户均额外增收6000
元。同时，开发桑芽菜、桑葚干、桑叶
茶、桑枝木耳等系列产品。“2024年，
中畈村通过工厂化养蚕增加村集体经济
纯收入 18万元，提供就业岗位20余
个。”中畈村党支部书记杨红旗说。

工厂化养蚕模式的推广，也为蚕
桑产业的下游发展注入了新活力。稳
定的蚕茧供应，让丝绸加工企业不再

为原料发愁。安徽鑫缘公司负责人张林
春表示：“过去，蚕茧产量不稳定，我
们的生产计划常常受到影响。现在，
有了工厂化养蚕提供的稳定货源，我
们可以放心扩大生产规模，开发更多
高端丝绸产品。”此外，随着产业的发
展，还吸引了更多年轻人投身蚕桑产
业，为行业带来了新的理念和活力。

从田间地头到智能工厂，科技养
蚕正推动着蚕桑产业实现华丽蝶变。
这一变革不仅让古老的蚕桑产业焕发
出新的生机，也为乡村振兴、产业兴
旺注入了新的动力。

（通讯员 谢文涛）

科技赋能蚕桑产业“破茧成蝶”

本报讯 潜山市黄铺镇黄铺村
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大力推进移
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乡村社会
文明程度显著提升。

走进黄铺村，一幅幅和谐美好
的乡村画卷映入眼帘。洁白的墙
壁上是显眼醒目的“乡规民约”

“组规民约”标语和移风易俗宣传
漫画。

前几年在黄铺村，村民办红白
喜事少不了大操大办，“热热闹
闹”好几天，很多村民抱怨这一套
下来，伤财又累人。

为此，黄铺村通过成立红白理
事会，将村规民约延伸至组规民
约。余花屋组村民组长付卫华的女
儿、女婿都在上海上班，2024年11
月份，他决定在家里举办孩子的婚
礼，将婚事礼仪控制规模、减少流
程、降低费用，提倡文明简约的婚
礼，将“俗成”变“约定”。“女儿
出嫁，婚宴都是邻居帮忙，没请厨
师，只安排了几桌伙食，一场婚礼

下来比城里要节约三、四万元钱，
减轻了负担，氛围也不比城里
差。”付卫华说。

村规民约让移风易俗有章可
循。如今，黄铺村 64 个村民组都
结合实际制定了“组规民约”。把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反对大操
大办、铺张浪费”等内容纳入村规
民约。还通过召开季度理事会、年
度评议会等方式，对群众执行组规
民约规定和红白喜事、环境卫生等
进行监督和治理，不仅让规约

“严”于纸面、“跃”于墙上，更
“印”在群众心里。

“近三年来，黄铺村红白喜事
210 余次，累计给村民减负 200 余
万元。移风易俗不仅减轻了村民的
经济负担，更培育了文明乡风，为
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将
继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让文明新
风吹遍黄铺村的每一个角落。”黄铺
镇黄铺村党委副书记王景申表示。

（通讯员 杜象银 何有星）

文明新风拂乡村

本报讯 在万家团圆的时刻，
有一群人默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他们身着消防服，时刻准备冲锋在
前，守护千家万户的安宁。

春节期间，潜山市消防救援局
的救援队员正和往常一样进行体能
技能训练。只要警铃一响，他们就
快速穿好装备，出车“战斗”。

市消防救援局灭火救援班战士
李俊涛：“今年是我在队里过的第
一个春节，春节坚守岗位，这是作

为一名消防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
当。”市消防救援局共有40多名消
防救援人员，今年春节全员在岗。
在万家团聚之时，他们以逆行的身
影、满腔的热忱，守护着这座城
市。“春节期间，24 小时在岗在
位，时刻保持备战状态，确保一旦
发生紧急情况，能够迅速响应、有
效处置。春节我在岗，消防不打
烊。”市消防救援局灭火救援班班
长宋博文说。 （通讯员 胡洁）

守一方平安 护万家灯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