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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杨浔）3月21日，从桐
城市区出发，沿山路驱车半小时，便来到大山
深处的黄甲镇黄铺村。青山绿树环绕下，几
栋黛瓦白墙小楼围成的中式庭院格外吸睛。
这是由闲置校舍改建而成的特色民宿。

30年前，黄铺村栋树小学不再办学，校舍
一直闲置。集体资产闲置荒废，黄铺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立勇看在眼里、疼在心
上。“山区建设用地很稀缺，闲置农房是极具
开发价值的资源，我们可以引进社会资本，将
其改造成民宿，发展旅游，增加村集体经济收
入。”在村“两委”会上，王立勇说出了自己的
想法，村干部们纷纷赞同。

说干就干，2022年，黄铺村委会和桐城市
天正乡村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投资800万元，完
整保留栋树小学旧校舍屋体风貌，结合现实
需求对旧校舍进行修缮改造。历时一年，“废
旧校舍”迎来华丽变身。去年10月2日，集住
宿、餐饮、品茶为一体的“铺上甲屋”民宿开门
迎客，成为该村的一抹亮色。

“民宿现有客房6间、餐饮包厢4间、小型
会议室1间，还设有露营地、烧烤场地及观景
步道。生意一直不错，尤其是节假日，一房难
求，需要提前预定。今年春节假期，8天营业
额2.31万元。”王立勇笑着说。

看着红火的“成绩单”，王立勇反而很忧
心。“这里接待能力有限，游客多是一日游，难

以产生‘长尾效应’。”王立勇说。
如何让游客留下来，实现观光旅游向休

闲度假、深度体验旅游转变，成为黄铺村面临
的新难题。

王立勇给出的破题答案是：以“铺上甲
屋”民宿为龙头，整合闲置资源，形成产业集
群。“我们有资源优势！”王立勇底气十足。

2018年以来，黄铺村先后摘下三块“国字
头”招牌——“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生态
文化村”“国家级森林乡村”。清代桐城第一
位榜眼程芳朝墓在黄铺，古道邮传、三国吴魏
之争、太平天国、抗日战争等遗存数不胜数。

坐拥独特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近年
来，黄铺村积极推进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
游融合发展，但与旅游业相配套的精品类度
假酒店却不多。

“民宿产业激发乡村旅游的动能，乡村
旅游火了，又会反哺民宿产业。‘铺上甲
屋’这一鲜活的例子，让不少村民看到了我
们发展民宿产业的可能性。下一步就是要整
合村里的闲置资源，带动周边村民一起发展
民宿，形成‘村集体+农户’的产业集群，
增加村民收入。”谈及未来，王立勇信心十
足，未来，他们要在盘活出更多特色民宿的

“点”上发力，串联带动起美丽乡村建设、
特色产业发展的“面”，让美丽黄铺成为

“走了还想来的地方”。

闲置校舍变民宿 农文旅融合发展

特色民宿“点亮”美丽乡村
本报讯（见习记者 金晨 通讯员 仰琼英）

“主干道路要拓宽并黑化”“门前要三包、环卫要加
强”……3月25日上午，潜山市油坝乡崔仓村村部
会议室内，一场别开生面的座谈会在进行。10多
位银发老人齐聚一堂，提问题、谈想法、话发展。

参会的银发老人们，是该村“五老”工作室的
成员。去年，油坝乡在潜山市内率先成立“五老”
工作室，在所有行政村推行，旨在发挥“五老”威
望、“银发”力量，为基层治理添助力。

以崔仓村为例，该村“五老”工作室共有成员
19 名，由 19 个村民小组各推选 1 人组成。“这些

‘五老’，或是具有较高威望的村民，或是热心公益
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等。”崔仓村党支部书记
汪全海说。

从工程建设到人居环境整治，“五老”们参与
乡村治理的多项工作，并积极发挥作用。去年下
半年，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村内破旧房屋拆除工
作陷入困境、难以推动。77岁的汪子康是崔仓村

“五老”工作室成员，闻讯后主动揽下协调的活，挨
家挨户上门做工作，终于使得拆除工作顺利进
行。工程建设过程中，汪子康又紧盯工程质量，主
动监督施工。

“一年来，‘五老’们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汪全海说，村内各项事务，“五老”们都率先
垂范，引导全体村民积极参与，使得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尤其在村主干道拓宽工作中，“五老”挨家
入户走访，有力协调了矛盾、推进了工程建设。

为推深做实“五老”工作室制度，该乡还推行
“乡村夜话”工作模式，邀请“五老”工作室成员每
月9日、19日、29日举行座谈会，以接地气的语言、
通俗易懂的身边事，向村民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了解村民最实际的想法、最现实的诉求。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油坝乡党委书记熊百
林说，实施“五老”工作室制度，有利于乡内“五老”
找到归属感，增强基层治理力量，助力乡村治理提
质增效。

目前，油坝乡已明确“五老”工作室成员退出
补充机制，同时根据工作效果实行积分奖励。此
后，将完善人员、场所等要素保障，不断总结经验，
让“五老”发挥余热助力乡村振兴。

“银发”生辉聚合力

基层治理添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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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铺村“铺上甲屋”民
宿内景。

见习记者 杨浔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雷琳琳 通讯员 王玮
姚媛）一年一清明，一岁一追思。3月30日，安庆陵
园迎来祭扫高峰，入园祭祀人数达7万人次。安庆
君岭圣境生态陵园有限公司、安庆市殡葬管理所、
交警等部门协同合作，共同维护祭扫秩序，确保文
明祭祀、平安清明。

当日7时，已有市民来到陵园祭扫。记者在陵
园外看到，茅清路南北两侧均设置了卡口，禁止大
型车辆驶入，交警在疏导交通，确保祭祀车辆整齐
停放在路两侧及临时停车场。

从茅清路至安庆陵园入口，沿途有很多售卖
鲜花的小贩。“3元1枝，30元一盆。买花的人多，
一上午能卖出上千份。”一位摊贩说。

“禁止塑料花、明火、香纸、炮竹入园……”陵
园入口处，音响循环播放着文明祭扫的温馨提

示。旁边的桌上，摆放着一堆塑料花、香纸等。
“这些物品严禁带入园内，我们劝导市民放在

这里，一上午大约查收了40份，大多数市民携带鲜
花祭扫。我们 6 时 30 分就到岗了，维持秩序，提
醒大家不要携带塑料花等物品进园，确保安全。”
保安孙春雨告诉记者，他是临时增派的40名安保
人员之一，在祭扫高峰期引导群众有序入园。

“我们全力做好清明期间集中祭扫服务工作，
成立了综合协调组、安全保卫组、交通疏导组等7
个工作组，设置了 2 处便民服务点，提供鲜花、热
水及医疗服务等，增加了40名安保人员、30名志愿
者。3月11日至4月6日期间，全体员工全部上岗，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安庆君岭圣境生
态陵园有限公司负责人曾宜宏表示，截至目前，已
有近20万人次到陵园来祭扫，发放《“文明祭祀·平

安清明”倡议书》1000余份，为群众免费发放鲜花2
万余支。

此外，市殡葬管理所的骨灰盒寄存室也迎来
了祭扫高峰，当天前来祭扫的市民200余人次。“3
月中旬开始，陆续有市民前来祭扫。”市殡管所工
作人员王晓燕说。

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祭祀，市殡管所设置了
便民服务站，提供清凉扇、纸巾、矿泉水、手提袋等
物品及倡议书。“清明期间，我们做好各项服务，给
前来祭祀的广大市民提供良好环境。市民如果有
需求可以拨打服务专线。同时，我们也呼吁广大
市民，文明祭祀、节俭祭扫，尽量错峰出行，避开祭
扫高峰，尽可能选择公共交通，做文明祭祀的示范
者、移风易俗的践行者。”安庆市殡葬管理所副所
长章琳表示。

单日入园超7万人次

安庆陵园迎来清明祭扫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