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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添
节日氛围，今年春节期间，太湖县北中镇沙河
村举办了新春灯会活动。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形态万千的花灯沿
着村道有序排列，五彩绚丽的灯光照亮了夜
空，沙河村刹那间成为一片灯的海洋。灯会现
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村民们扶老携幼，悠
然漫步于花灯之间，尽情欣赏着精妙绝伦的灯
艺，深深感受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灯会现
场还设置了传统民俗表演区域，舞龙舞狮刚劲
有力，挑花篮轻盈优美，民间蚌壳舞蹈妙趣横
生，划龙船气势磅礴，一系列精彩节目依次上
演，赢得了观众此起彼伏的掌声和欢呼声。此
次灯会的成功举办，为村民们带来了欢乐与喜
庆，更在潜移默化中进一步增强了村民之间
的凝聚力和幸福感。 （通讯员 姚海燕）

北中镇：

新春灯会绽放民俗风采

本报讯 2月5日（正月初八），春节假期
后上班的第一天，桐城市青草镇党委政府负责
同志分别带队深入企业开展新春走访活动，详
细了解企业开工生产、市场销售等情况，询问
企业急需解决的困难和问题，鼓励企业坚定发
展信心，奋力冲刺一季度“开门红”。

近年来，青草镇全力以赴为企业发展降成
本、搭平台、聚要素，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同
时，聚焦“乡情、乡音、乡愁”，凝聚乡贤力量，充
分发挥乡贤在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方面的作
用。该镇抓住春节在外优秀人才、大学生等返
乡契机，积极做好人才联络回引工作，并走访
慰问院士家属和优秀人才、召开杰出乡友新春
恳谈会，热切期盼各位乡贤充分发挥积极作
用，牵引更多资金回流、项目回迁、智力回哺。
该镇通过举办大型“年货节”，推介本地名优土
特产，同时举办招聘大会，为年后各企业赶工
做好人员储备。该镇还积极搭建银企对接平
台，促进金融机构与企业合作，解决企业融资
难问题。 （通讯员 黄健生 叶邓应）

青草镇：

凝心聚力助企发展

“话”出美丽新乡村

2 月 8 日一早，红星村同心组
方家花屋，村民方锐起床后便忙着
打扫起房前的卫生。“今年来拜年
的亲戚都夸我们这儿环境优美，像
个花园村，我们得更加爱惜，才能
让环境一直美下去。”方锐说。

记者漫步在方家花屋，入眼是
干净整洁的道路、青砖红瓦的花
墙、色彩明艳的墙绘以及装饰着各
式陶器的小花园，可谓一户一庭
院、一步一美景。

“在和美乡村建设中，我们都出
了工，党员、村民代表、组长每户出5
个义务工，一般群众户出3个义务
工，大家筹工筹劳，共同建设美丽家
园。”方锐说。

“让村民从观望者变成和美乡
村的建设者，靠的正是‘陶村夜
话’。”红星村党总支书记储昭敏介
绍，在“陶村夜话”中，村民们相聚一
堂，讨论村庄的规划与发展，提出自
己的意见与建议。

“陶村夜话”是2021年村“两委”
精心谋划的活动，利用晚上农闲时
间，村“两委”成员到村民组与村民围
坐一起，商讨村里的大事小情。“以前
的红星村，乡村治理问题重重，年度
考评在乡里总是垫底，村民凝聚力

也非常薄弱。”储昭敏说，通过开展
“陶村夜话”，群众能直接参与到乡
村治理中来，不仅拉近了干群关
系，还激发了农村发展的新活力。

2023年，红星村入选安徽首批
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名单。在
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中，为了有效
节约招投标所需时间，提升财政
资金使用效率，村“两委”经商讨
建议采取“以工代赈”村民自建方
式，对红星村方家花屋所在的村民
组进行人居环境改造。此建议在

“陶村夜话”中提出后，得到了村民
的广泛赞同。村民自发组建改造项
目理事会，在改造施工过程中，项目
理事会成员一马当先，清理房前屋
后卫生死角，并动员群众拆掉占道
附属用房，为他们门前砌起小围墙
作为置换补偿。同时，组内会议商
定，党员、村民代表、组长每户出5
个义务工，一般群众户出3个义务
工，共同为建设和美家园贡献力量。

“宜居陶乡”村庄提升项目，同
样是采取村民自建、自监、自管方式
实施。该项目由痘姆乡政府发包给
红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合作社成
立项目理事会来负责项目实施，不
仅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还促进了
村集体经济增收。

如今，沿着宽阔的沥青路进入
古陶基地，路边随处可见镶嵌着各

式陶罐的围墙以及以陶为名的微
景观，陶元素已融入红星村的一景
一物之中。两年来，通过开展一系
列和美乡村项目建设，红星村的基
础设施得到了极大改善，农村环境
面貌焕然一新，一个悠久美丽的古
陶文化村跃然眼前，“陶艺文化”已
成为该村的金名片。

一口龙窑兴一方产业

在陶文化的滋养下，红星村陶
产业也在快速发展。该村围绕“用
一口窑兴一方产业、富一方百姓”的
目标，用文化带动乡村旅游，赋能乡
村产业发展，成效显著。

走进红星村痘姆古陶非遗传承
基地，长约百米的古窑引人驻足，它
宛如一条卧在山坡上的长龙，被当
地人称为龙窑。龙窑依山而建，半
埋于地下，由窑头、窑室、窑尾三部
分组成，窑身内壁斑驳，黑而发亮，
仿佛在述说着岁月的变迁。

痘姆陶盛于唐宋，一度成为对
外贸易的主要商品。诗人李白曾赞
舒州（今潜山）酒具：“舒州杓（陶瓷
酒具），力士铛（陶温酒器），李白与
尔同死生。”沿用至今的百米古窑，

被业内专家学者誉为“活化石”。
“十里陶乡，百座龙窑，千家陶

厂，万名窑工。”这是痘姆古陶最繁
盛时期的写照。曾经，这里家家有
窑厂、人人会制陶。随着时代的发
展，手工陶制品渐渐被市场边缘化，
传统技艺一度濒临失传。古陶厂杂
草丛生，差点被辟为田地。

为让古老非遗重新“活”起来，
红星村累计投入 2000余万元用于
痘姆陶抢救性保护和活态化传承，
加固龙窑，建成非遗客厅、艺术家工
作室等场馆，并通过举办痘姆陶国
际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龙窑点火仪
式及研学活动等，打造“非遗+研学+
旅游+文创”的多面性融合基地，
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40 万人次。

精美的茶具、餐具、香炉、茶叶
罐……走进基地的展示馆，陶制品
琳琅满目。“相比于之前制作的水
缸、咸菜坛，如今这些陶制品被贴上
艺术品的标签，变得更受市场欢

迎。”基地负责人程柏全告诉记者，
2016年接手后，他们创新开发各类
茶具、酒器、香器等产品，并积极参
加各地大型展会，让痘姆古陶作为
安徽礼品走向海内外。同时，基地
长期与省内各中小学校合作，结合
陶艺研学，开展“古法制陶”“龙窑点
火”“陶艺体验”等文旅体验活动，每
年参加研学体验的人数近两万人
次，在延续非遗烟火的同时，也让非
遗文化植根于孩子的心灵。

在盘活旧窑厂后，红星村又将
荒废的红砖厂采用“O+EPC”模式（运
营前置化）打造成痘姆陶工社，发展
陶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研学培训、
艺术交流及餐饮住宿等乡村体验游
业态，目前主体工程已建设完成，今
年将投入运营。此外，该村还在谋
划占地 100 亩的陶产业集聚区项
目，将建设陶吧、陶展示厅、电影
院、咖啡馆、民宿等，进一步拓展
和延伸陶产业链。

陶产业为红星村带来了人气，
不仅吸引了“花草时光”亲子乐园
项目落户，还吸引了一批游子回
乡创办民宿。在浙江经商的方诗
怡看着家乡的环境越来越好，游
客 越 来 越 多 ，正 在 将 家 里 的 旧
民房改造成民宿。

红星村的集体经济也在逐年稳
步增长，储昭敏介绍：“2023年村集
体经济纯收入70多万元，2024年增
长至 90 余万元，预计今年将突破
100万元。”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新的
一年，红星村将围绕文化引领、技
艺创新、文旅融合等多个方面持
续发力，不断做长、做大、做强陶
产业链，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神
兼备的全面提升。

承袭千年陶韵 谱写和美新章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潘艺

本报讯 春节假期刚刚结束，
伴随着浓浓的年味儿，怀宁县金拱
镇100余家企业陆续吹响了复工复
产的“集结号”，全力以赴开新局，开
足马力赶订单，奋战冲刺“开门红”。

2月7日，金拱镇众友塑料包装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是一片繁忙
景象，工人们在各自岗位上熟练且
有序地操作着。这是一家专业从
事全生物降解制品生产的高新技
术企业，年产值近亿元。该公司负
责人叶飞介绍，为了实现新春“开
门红”，春节前公司专门制定了节后
复工复产方案，并严格按照方案进行
了充足的准备，工人到岗率达到
100%。“在家门口上班，可以照顾家
庭，收入也不错，今年开工早，我也
希望能多挣点钱。”该公司员工叶
雷笑着说道。

位于金拱镇的安徽国林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生产出口
口罩的企业，年出口创汇达 200 万
美元。“我公司80余名员工正月初
八已基本到岗，现已全面复工复
产，确保国外订单按时交货。”该公
司总经理赵金卉介绍说。

为助力企业节后迅速复工复
产，冲刺一季度“开门红”，金拱镇党
委政府班子成员深入企业开展新
春调研，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复工复
产中遇到的问题，督查企业节后复
工复产、安全生产等情况，引导各
企业积极平稳有序复工复产，抓订
单、忙生产、拓销路，为新的一年实
现新跨越开好头、起好步。同时，
该镇积极开展“春风行动”，帮助企
业招聘返乡人员就近就业，全力保
障企业“开年即开干”，为新的一年
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通讯员 檀志扬 丁浩浩）

复工复产忙 冲刺“开门红”
本报讯 春风送暖季，就业正

当时。2月7日，望江县长岭镇举
行了一场大型春季服务企业现场
招聘会，镇内和周边众多求职者及
返乡过年的务工人员齐聚现场，一
场春风里的“双向奔赴”在此上演。

长岭镇黄家堰村村民刘明霞
之前一直在外务工，抱着回乡找工
作方便照顾家庭的想法，她来到招
聘会现场。很快，一家招聘企业提
供的薪资待遇、工作环境、工作时
间等条件吸引了刘明霞，当即便有
了入职该企业的想法。“我认为留
在家乡发展也不错，这次回来就是
想找一份工作，便于照顾家里的老
人、小孩。”她说。

随着家乡长岭镇经济的快速
发展，像刘明霞一样希望在家门
口找到工作的返乡人员不在少
数。招聘会现场，众多求职者在

招聘企业咨询台前与招聘人员
面对面交谈，详细了解企业概
况、招聘岗位、用人需求、薪资待
遇等信息，遇到心仪的岗位就现
场填写应聘登记表。

“这次来到招聘会现场，看到
家乡产业园入驻了很多企业，园区
面积越来越大，工业经济蒸蒸日
上，招聘企业提供了大量岗位，家
乡发展的机会越来越多，薪资待遇
也很有吸引力，让我对留在家乡工
作充满信心。”求职人员王淑珍说。

据了解，参与当天招聘的是长
岭镇乡村振兴产业园内的安尔适
（安庆）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和安庆
市安迅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两家企
业提供了缝纫工、后道检验包装
工、裁剪房拉布员工、裁剪师、带
班组长、电子信息技术工等岗位近
500个，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返乡求

职人员对岗位专业对口的需求。
来自安尔适公司的招聘负责人李
俊介绍说：“这一次大型招聘会，
解决了我们企业用工难、招工难问
题，为我们企业今后发展和经营提
供了很大的帮助。”

据统计，本场招聘会上，前来
求职咨询人员达 500 余人，其中
137 人现场达成就业意向。“我们
还将持续创新招聘模式，灵活运
用各种招聘方式，通过提供政策
宣讲、职业指导以及开展岗位技
能培训等服务，帮助求职者更好
地了解本地就业环境和职业发展
前景，全力稳就业、保用工、促
发展，为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注入新动能。”长岭镇便民服
务中心主任虞水宏介绍说。

（通讯员 檀春红 全媒体记
者 罗少坤）

新春招聘会助力家门口就业

痘姆古陶非遗传承基地窑火烧得正旺，“花
草时光”亲子乐园内游人如织，痘姆陶工社、
源兴佰客民宿等产业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新春伊始，记者行走在潜山市痘姆乡红星村，
热闹而繁忙的场面映入眼帘。

红星村以陶闻名，制陶历史可追溯到6000
年前的薛家岗文化并绵延至今。在和美乡村建
设中，红星村立足陶文化优势，做足陶产业文
章，创立“陶村夜话”自治模式，建设陶产业聚集
区和陶艺家村，努力打造宜居、宜业、宜创新的
新农村，让千年陶乡绽放出新的活力与生机。

“

本报讯 去年底以来，为提高办事效率、推
进移风易俗，怀宁县民政局聚焦解决群众“身
后一件事”办理多处跑、跑多次、材料多、程序
繁等问题，以群众“一件事一次办”为目标，通过
整合政务资源、优化办理流程、线上线下融合等
方式，实现公民身后相关事宜的“一站式”办理。

怀宁县民政局制定统一申请表单和具体
办事流程，实现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
料、一窗（端）受理、一网办理，为群众提供暖心
服务。同时，联合县数据资源管理局，完成线
上办件测试，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尽快向大数
据平台推送业务数据，打通线上办理“最后一
公里”。怀宁县民政局在殡仪馆服务窗口增设

“公民身后一件事一次办”服务窗口，加强经办
人员业务培训，公示办理流程，提升了服务便
捷度，有效解决了群众多头跑、重复提交材料
问题。为做好“公民身后一件事”改革宣传工
作，该局制定“公民身后一件事一次办”宣传
册、办事指南，并及时发放，为下一步快速推进
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通讯员 黄丽）

怀宁县：

公民“身后一件事”一次办

红星村痘姆古陶非遗传承基地。 红星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