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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真

本报讯 桐城市孔城镇党委坚持
党管意识形态不动摇，牢牢把握意识
形态工作领导权，不断构建具有强大
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有力推动全镇经济社会的健康快
速发展。

孔城镇精心挑选镇、村（社区）“两
委”中学历高、年轻、有活力的成员配齐
配强全镇的通讯员队伍，召开镇村通讯
员培训会。在此基础上，该镇下达宣传
任务，镇村积极挖掘新闻线索、撰写报
道，每月通过走访调研、理论文章、时事
评论等多种形式撰写原创理论文章。
同时，该镇加强信息工作规划，做到工
作推进与信息报告同步，切实发挥党委
信息加强交流沟通的作用，助力桐城市
对外宣传报道。

为壮大主流思想，绘就宣传工作

“新蓝图”，孔城镇积极宣传学习党的
二十大精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
精神等，开展理论宣讲及艺术化宣
讲；宣传移风易俗、“六尺巷”精神、
森林防火、秸秆禁烧、网络安全、“扫
黄打非”等，宣传方式灵活多样，充
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结合，通
过网络微信群、微视频、电子显示
屏、宣传标语、宣传栏、大鼓说唱等
开展各项宣传活动；邀请本镇优秀文
化工作者和文艺团队以原创文艺作品
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移风易俗
等，并邀请专业团队制作视频进行展
播，参评安庆市公益广告大赛。

2024 年 8 月，在桐城市举办的
“文都青年家乡行 争做家乡推介官”
短视频大赛中，孔城镇青年学子作品

《一分钟漫步孔韵古镇》荣获一等奖。
作品充分展示了孔城镇的自然风光、
风土人情、特色美食、人文历史等内
容，全面展现了“最美文都”的缤纷
魅力。孔城镇充分利用抖音传播速度
快的优势，及时传播正能量。古井村
村干部在2024年开设抖音账号“90后
村干部小田同志”，专门为群众解释政
府各项方针政策，答疑解惑，目前已
获赞2.9万，账号“粉丝”6700余人，
单条视频点赞量、转发量最高分别达
到3700和1800。

此外，孔城镇还不断加强堡垒建
设，筑牢意识形态“根据地”。该镇
坚持把意识形态落实到基层阵地管
理之中，提升文化道德层次，维护
社会稳定，助推乡村振兴。该镇用
好红色资源，2024 年晴岚烈士陵园

参与拍摄安庆市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宣讲短视频；发挥“学习强
国”线下体验空间理论阵地作用，
开展“学习强国”线下体验空间主
题活动；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等公共文
化阵地作用，加强孔城镇志愿者服务
队伍建设，紧紧围绕文明创建、“我们
的节日”等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积极挖掘宣传孔城镇道
德模范、身边好人、“文明家庭”等先
进典型，弘扬社会正气。2024年，该
镇评选“安庆好人”1 名、“桐城好
人”4名、安庆市“季评十佳”学雷
锋志愿服务个人典型 1 名、桐城市

“好婆婆”1名及“好媳妇”1名，评选
2023年“十星文明户”98户。
（通讯员 张宁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提升凝聚力 传播正能量

孔城镇以思想引领赋能镇域发展

本报讯 近日，望江县长岭镇开展
了“扫黄打非·护苗”开学季专项行动，
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长岭镇健全以村党支部书记为组
长，网格员、党员志愿者为组员的

“扫黄打非”工作组，将“扫黄打非”
纳入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坚持群防
群治，探索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的网格化管理机制。该镇充分利用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扫黄打非”与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有机串联，打
造村绿色书屋、“扫黄打非”主题宣传
角等宣教阵地。同时，该镇积极落实
好“扫黄打非”工作制度相关规定，

明确职责、落实任务，实现“扫黄打
非”工作有人抓、有人管。

长岭镇加强宣传，营造浓厚氛围，
利用“线上+线下”方式，多渠道、多形
式、全方位开展“扫黄打非”宣传活动。
线上利用屋场微信群，提高屋场群众
对“扫黄打非”工作的知晓度和覆盖
面。线下利用辖区电子屏、社区宣传
栏、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及上门
走访的方式开展宣传，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讲解“扫黄打非”的工作内容和
意义，为商家、群众分享典型案例及
普及相关政策法规，引导和教育广大
群众健康上网、文明上网，不购买非

法出版物和盗版书籍等，让“扫黄打
非”工作在基层落地生根。

长岭镇积极开展“扫黄打非”专
项检查，净化文化市场。检查组深入
校园周边文化市场开展清查，全面检
查辖区商店、文具店等经营点位，重
点对校园周边的商户进行仔细清查，
检查销售商品进货渠道是否正规合
法，是否销售盗版书籍，是否销售危
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暴力、恐怖、迷

信等内容的非法出版物和有害出版物
等，确保文化市场健康文明。

“下一步，将以新时代文明实践建
设工作为依托，巩固‘扫黄打非’进
基层现有成果，持续开展宣传，充分
发挥基层群众的参与积极性，让‘扫
黄打非’宣传更生动、更接地气，营
造一个清朗的社会文化环境。”长岭镇
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讯员 王辉 全媒体记者 许娟）

“扫黄打非”营造清朗文化空间

本报讯 雨水时节，春回大地，
生机勃发，正是植树造林的好时节。
岳西县巍岭乡巍岭村抢抓时机，组织
党员干部群众在主干道路旁种植红
梅，建设红梅景观道，为和美乡村增
绿添彩。

在村庄主干道两旁，村民们忙得
热火朝天，挥锹挖坑、扶苗培土、浇水
灌溉，大家分工协作，一株株红梅树
苗整齐排列，昂然挺立，为初春的乡
村增添了勃勃生机。

“这几年，我们村环境变美了，游
客也多了。我家的农家乐最近生意
格外红火，收入比往年翻了一番。听
说村里要打造红梅景观道，我第一个
报名参加植树活动，能为家乡建设出
一份力，我感到很自豪！”经营农家乐
的村民王桂兰一边擦拭额头的汗水，
一边高兴地说道。

今年初，巍岭村启动红梅栽种项
目，拟在干道沿线种植红梅近 3000
株，打造全长近 8000米的红梅景观

道。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村委会邀
请园艺专家进行指导，并精心挑选了
适宜本地气候的红梅品种。该项目
是巍岭村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
村的重要举措之一。项目建成后，将
有效改善村容村貌，提升村庄品位，
同时带动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民增
收致富。

“我们村生态环境优美，文化底
蕴深厚，有星空营地、中共岳北县委
红色遗址、石浪清凉经济示范点、缸
河瀑布和丛毛尖等自然资源，发展乡
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王成
介绍，打造红梅景观道，不仅可以美
化人居环境，更能吸引游客前来观光
旅游，带动产业发展，让村民在家门
口就能吃上旅游饭，走上致富路。“红
梅大道”将成为巍岭村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更将成为村民们通往乡村振兴
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
员 王园园）

春暖添新绿 共建绿美乡村

本报讯 “小区改造完成后，环
境变美了，要是能增设充电桩，那就
更完美了。”近日，家住桐城市龙眠街
道南演社区东苑新村小区的齐永玲
来到“老潭说事室”，向桐城市人大代
表、南演社区党委书记潭友贵建言。

南演社区地域面积约1.9平方公
里，常住着9816位居民，下辖9个居民
小组、5个居民片区以及46个居民小
区，其中多达28个小区处于无物业管
理状态。在这些无物管小区中，停车
难、居民楼外墙脱落、环境卫生不佳等
问题成为居民反映最为集中的痛点。

2022年 9月，潭友贵设立了“老
潭说事室”，秉持“民事、民议、民决”
的理念，针对群众反馈的问题，调动
人大代表、居民代表、网格员、楼栋长
等各方力量协同处理，拟定解决方案
与建议，界定牵头化解的责任主体及
办结期限，力求做到群众诉求件件有

回应、事事有着落。
“老潭说事室”是龙眠街道人大

工委在南演社区成立全过程人民民
主实践点时创新探索的成果，采用

“坐诊式”接待群众，让大家足不出社
区，就能方便地表达诉求。自说事室
成立后，代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愈发
紧密、和谐。

收到齐永玲的反馈后，潭友贵第
一时间前往现场走访居民，组织小区
物业与居民代表召开座谈会。经过
深入调研与充分研讨，最终由南演社
区党委牵头推进，成功促使小区便民
充电桩项目落地，一举解决了困扰群
众多年的充电难题。自“老潭说事
室”成立以来，已成功协调解决邻里
纠纷、道路硬化、便民停车场建设等
50多件民生问题。

（全媒体记者 许娟 通讯员
汪向军）

“老潭说事”化解群众烦心事

近日，望江县鸦滩派出所民警在镇
文化广场文艺活动现场开展扫黑除恶
和反诈宣传。

活动中，民警通过宣传手册向群众
耐心讲解扫黑除恶工作，宣传反电信网
络诈骗知识，让群众守牢“钱袋子”，保
护好自身合法财产权益。

通讯员 刘飞 摄

反诈防诈

守护“钱袋子”

本报讯 近日，在宿松县洲头乡
宗营村党建联盟基地，一垄垄翠绿茂
盛的草莓长势喜人，令人垂涎欲滴。来
此务工的村民们穿梭在垄间，娴熟地
采摘着草莓。这些新鲜采摘的草莓，即
将奔赴市场，为当地群众带来收入。

草莓种植户凌留保说：“今年种
了19亩草莓，得益于水肥一体化技术
的应用，一亩可以种7000棵，每棵结1
斤草莓，按均价15元每斤计算，一年
的收益可以达到200万元。”

近年来，宗营村积极探索产业发
展新路径，通过集中流转土地吸引“新

农人”回乡创业，不仅丰富了群众的
“果盘子”，也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

宗营村支委何飞介绍：“我们村位
于洲头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示范区，区
位条件优越。这几年，全村抢抓机遇，积
极争取上级资金，建设温室大棚，以出
租的方式吸引本村能人回村创业。目
前，宗营村有数字育秧中心、智能化葡
萄园、花菜种植基地等。未来，还将继续
探索更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模式，带领村
民们走向更加富裕的生活。”

（通讯员 柯立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多元发展 兴村富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