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3月15日上午，望江县
雷池镇司法所结合镇政府的主题宣
传活动，举办3·15国际消费者权益
日法治宣传活动，提高居民的法律
意识，营造安全、和谐的消费环境。

活动中，司法所的工作人员通
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发放宣传
资料等形式，向村民普及消费者权
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知识；设置法
律咨询台，由经验丰富的律师和司
法助理员现场解答村民在消费过程
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同时，司法所
还精心准备了一系列小礼品，包括
印有法律援助知识的毛巾、洗脸盆

等。村民们通过参与法律知识问
答，即可获得这些小礼品。“这个活
动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消费者权
益保护的法律知识。”雷港村村民们
纷纷表示，“特别是通过问答游戏获
得的小礼品，既实用又有趣，让我
们对法律知识有了更深刻的印象。”

“下一步，将继续提高法治宣传
力度，不断提升居民的法律素养。
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加有效的保障，
让消费环境变得更加和谐、美好。”
雷池司法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讯员 章赛男）

法治宣传助建安全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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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春暖花开时节，在太湖
县北中镇元畈村赤石河畔，放眼就能
看到一座标准化的现代厂房，厂房内
有矿泉水生产车间，有茗茶加工厂，旁
边还有农家乐山庄及绿皮火车民宿。
这里占地8亩左右，是一家集农业观
光、休闲度假、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乡村
旅游综合体。

这家综合体的创办人叫陈金艳，
是元畈村“太商返乡创业”成功人士。
近年来，北中镇抢抓“双招双引”政策
机遇，镇招商团多次奔赴省城，带着发
展蓝图与热忱期盼进行招商，诚挚邀
请在外打拼的游子回乡创业，为家乡
注入新活力。

陈金艳在北中镇党委、政府“太商
返乡创业 共襄北中发展”的政策召
唤下，放弃城市的优越条件，怀揣“新
农人”的梦想，带着对家乡深情的眷
恋，返乡投资兴业，一件接着一件干，
如今有了别山南矿泉水厂、吴鼎裕茶
叶加工厂及500亩高山生态优质茶园，

还搞起了绿皮火车民宿，开启了乡村
振兴的新征程。

陈金艳的“太商返乡创业”之
路，得从500亩高山生态优质茶园示
范基地说起。这片茶园坐落于大别山
的怀抱，一个名叫寒山的地方，海拔
600余米，四季云雾缭绕，山上的茶
叶品质特别好，甘醇清香。他带领团
队复垦新植，成立了安徽吴鼎裕农业
开发公司，并建设了吴鼎裕茶叶加工
厂，加工厂不仅是现代化的生产车
间，更是连接周边数千亩茶园与市场
的桥梁。如今，陈金艳就是这大山的
守护人，带领乡亲们从荒山开垦到购
买茶苗，再到茶山栽种茶苗，他都躬
身劳作……今年春茶上市，该加工
厂日夜不停运转，带动着无数家庭
增收致富，让茶香飘出大山，飘进
千家万户。

在探索家乡资源的过程中，陈金
艳发现了天火尖山脚下赤石河畔的自
涌泉，经过检测，这处地下千米自然涌

出的泉水，历经亿万年榴辉岩层的天
然过滤，富含多种矿物质，尤其是偏硅
酸含量接近国家标准的两倍，是当之
无愧的优质矿泉水源。于是，他的矿
泉水公司应运而生。他引进先进设
备，严格把控生产流程，每一瓶矿泉
水，都带着大别山的纯净与甘甜，走向
全国市场。乡亲们都亲切地夸赞说：

“陈金艳，赤石河畔掘井人。”
在赤石河边，那一排退役的绿皮

火车车厢格外引人注目。这些曾经穿
梭在祖国大地的钢铁巨龙，如今承载
着一代人的记忆，静静地停靠在河
畔。陈金艳将其精心打造成绿皮火车
民宿，每一节车厢都被赋予了新的生
命。走进车厢，复古的装饰、熟悉的摆
件，瞬间将人拉回那个充满奋斗与激
情的年代。在这里，游客们不仅能体
验独特的住宿环境，更能感受那段拼
搏岁月的温度，明白幸福生活的来之
不易。

陈金艳深知，自己的努力不仅是

为了个人的事业成功，更是为了带领
家乡的老百姓共同致富。

“我投资3000多万元，是真金白
银，不但要把项目做好，更要给本地父
老乡亲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陈金
艳说，下一步，他将在多重好政策的支
持下，继续努力拼搏，不断拓展产业规
模，提升产品品质。“未来，我们计划围
绕茶叶和矿泉水产业，开发更多的衍
生产品，同时进一步完善绿皮火车民
宿的配套设施，打造更高端的集农业
观光、休闲度假、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乡
村旅游综合体。”

陈金艳以水养茶、以茶带游、以游
促文，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书写
属于自己的崭新篇章，把别山南“文旅
康养生态示范园”打造成为山区的一
张“金名片”。如今，一幅“赤石河畔话
振兴，百姓增收笑开颜”的美丽新画
卷，正在徐徐铺展开来。

（通讯员 吴承钺 全媒体记
者 罗少坤）

以水养茶 以茶带游 以游促文

““太商太商””返乡百业兴返乡百业兴
本报讯 近日，望江县回龙街

道纪工委、人大工委联合开展重点
工程建设调研视察活动，以“纪
检+人大”联动监督新模式进一步
完善基层监督体系，加强对街道重
点工程的监督管理，为“清廉村
居”建设保驾护航。

活动中，调研视察组先后察看
了中医院康复中心项目和奎文路建
设项目，详细了解了项目的建设规
划、资金来源、建设周期以及目前

项目的实施进展和预期效果等情
况。“‘人大+纪委’联动监督模
式，是进一步拓展监督视野、提升
监督精度的有力抓手，下一步将改
进优化监督贯通协调的方式路径，
消除各类监督衔接壁垒，形成同向
发力、同频共振的监督工作新格
局，实现监督效能最大化，持续为
街道高质量发展赋能。”调研视察
组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讯员 吴忠琦）

联动监督助力重点工程建设

近日，望江县高士市管所执法人员
深入大型超商、菜市场、学校等地，开展

“共筑满意消费”系列主题宣传活动。
执法人员通过设置咨询服务台、悬

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
相关从业人员、过往群众等宣传消费者
权益保护、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产品质
量等知识，对购买相关商品应注意的事
项以及如何鉴别假冒伪劣产品的识假
辨假方法进行科普，同时现场受理消费
者投诉、举报。

今年，高士镇市监所共开展食品安
全、药品安全检查30余场次，处理相关
投诉8起，筑牢消费者权益“防火墙”。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黄佩佩 摄

筑牢消费者

权益“防火墙”

本报讯 春天是什么，是绿绿的草
原，温柔的春风，以及在蓝天上飘舞的
风筝。阳春三月，草长莺飞的季节里，
特别适合放风筝。手中握着一根细线，
在嫩绿色的草原上奔跑，看那万点纸
鸢飞翔在无边的天际里，优哉舒适。

“忙趁东风放纸鸢”。3月22日，
走进怀宁县洪铺镇黄山村象鼻嘴中
心村庄，只见蓝天白云，鸟语花香，万
亩河滩绿草茵茵，一望无际，一派生
机盎然的景象，美不胜收。“洪铺大草
原风筝季”正式启动，上千只色彩鲜
明、造型迥异的风筝随风翱翔，游客
们在活动中尽情感受春天的温暖与
快乐。

“草原是天空的操场，风筝是春
天的作业！”“筝锋相对·草长莺飞”

“草原有期，快乐无限”“草长莺飞季，

浪起潮玩时——洪铺大草原，半年陆
地半年海！”“草海托纸鸢，只手摘春
天！”……沿途温馨的一面面彩旗迎
风招展，好像在欢迎远方的游客。

一阵风起，现场已有人迫不及待地
挑选了自己喜欢的风筝，起跑、拉线、放
飞，一气呵成。孩子们奔跑着、欢笑着，
欢呼声和呐喊声此起彼伏。“风筝飞起
来喽，终于飞起来了！”他们的心也跟着
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满天姿态万千
的风筝，或孤蝶独舞，或莺燕双飞，时而
扶摇直上，时而腾挪翻飞，把天空点染
成了一幅“风筝闹春图”。

“天蓝水清、生态优美是洪铺镇
作为‘安庆后花园’最好的旅游名
片。我们黄山村依山傍水，东临七里
湖和皖河，拥有优美的自然风光。象
鼻嘴中心村庄因其独特的象鼻山形

和皖河风光，被誉为‘小黄山’。七里
湖八里湖在丰水期成湖，枯水期则为
滩头，形成 4.5 万亩一望无际的大草
原，景色迷人，适合露营和休闲。”洪
铺镇镇长许海峰介绍说。

“放风筝真好玩，这里还有好玩
的、好看的、好吃的。”来自安庆市区
小朋友陈芷萱高兴地说。孩子们奔
跑在草地上，穿梭在一只只风筝之间
和春天无限接近。让风筝飞上天，不
仅表达了对春天的赞美，也放飞了自
己的心情。“这里有草原、有春风、再配
上美丽的大草原和五彩斑斓的风筝，
是一次很好的亲子交流和沟通。”陈芷
萱的妈妈王女士说。

传递非遗文化，点缀绿水青山。
当天，洪铺大草原风筝季激情开演，
各地游客和风筝爱好者们齐聚在大

草原，共享风筝的饕餮盛宴。来自合
肥市游客张先生说：“各类风筝节我
都有参与过，这次来到怀宁县洪铺
镇，感觉了不一样的草原风筝节，天
蓝、草绿、水清，民众也很热情，是一
个放风筝的好地方。”

洪铺镇风筝季将一直延续到5月
中旬，除了放风筝，还会上演春日浪
漫的烧烤、奶茶、咖啡、烤全羊、草原
赛车、烟花表演等。

“近两年来，我们以‘小黄山大草
原’为品牌，围绕推进农文旅融合，以

‘时令+节庆’‘文旅+文化’‘地域+经
济’等方式，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乡村
旅游和休闲度假，吸引了大量游客，
带动了农家乐民宿的发展，也带动了
农民增收。”许海峰说。

（通讯员 檀志扬 赵林玉）

乡村大草原 纸鸢飞满天

本报讯 清明将至，春意盎然。
为弘扬传统民俗文化，增进社区凝聚
力，3月19日，桐城市龙眠街道同安社
区组织党员和科普文化志愿者，与居
民开展“清明采蒿制粑，传承舌尖记
忆”科普文化主题活动。一同走进田
野采摘蒿草，体验古法制作蒿子粑，在
氤氲的香气中重温传统习俗，感受传
统文化魅力。

活动当天，大家手提竹篮，结伴前
往该社区周边的田埂山野。春风拂
面，绿意葱茏，一丛丛鲜嫩的蒿草随风
摇曳。据该社区民俗专家介绍，蒿草
需选用“粉蒿”嫩叶，其茎叶清香且略带
甘苦，是制作蒿子粑的核心原料。采摘
过程中，老一辈们向年轻一代传授辨别

蒿草与相似野草的技巧，并讲述“三月
三吃蒿子粑辟邪祈福”的古老传说。

采回的蒿叶需经冷水浸泡、焯煮
去涩、剁碎揉捻等多道科学工序。该
社区党群活动中心内，大家围坐一堂，
将蒿叶与糯米粉、米粉混合，加入腊肉
丁、食盐等配料，以传统石臼捣制面
团。据记载，这种古法工艺可让蒿子
粑口感更加软糯，香气绵长。随后，众
人将面团揉捏成扁圆形，或蒸或煎，金
黄酥脆的外皮包裹着蒿叶的清香，咸
香与糯软交织，引得现场赞叹连连。

蒿子粑是桐城市的传统时令美
食，每年农历三月三前后，当地人都会
去田间地头采摘鲜嫩的野蒿菜来制作
蒿子粑，一起品尝春天里的美味，表达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相传蒿子
粑与三国时期的英雄周瑜有关。周瑜
病逝后，人们为了纪念他，每年清明时
节会采摘香蒿尖芽，与米粉、腊肉、咸
鸭等佐料一起制作蒿子粑，并泡上小
兰花新茶，以此表达对周瑜的缅怀。
后演变为清明追思先人、祈愿安康的
象征。活动中，该社区志愿者向居民
们讲解一些文化民俗以及中医食谱科
普养生小知识。居民赵女士感慨：“以
前只知道吃，今天才明白背后的故
事。以后要教孩子一起做，让传统代
代相传。”

活动现场，大家共同品尝新鲜出
炉的蒿子粑，传递“舌尖上的美食”。
赵阿姨说：“咬一口蒿子粑，仿佛回到

小时候和奶奶采蒿的日子。这种味道
是超市买不到的，它是家的记忆。”活
动结束后，该社区工作人员及志愿者
为社区特困户、低保户等困难群体送
去蒿子粑，送去社区的关心和温暖。

龙眠街道同安社区以蒿子粑为纽
带，将自然馈赠、传统技艺与人文情怀
深度融合，不仅唤醒了居民对传统文
化的热爱，更在袅袅炊烟中织就了温
暖的社区邻里网。“这一口春天的味
道，既是民俗的延续，亦是文化的生
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挖掘传统节
日的文化价值，通过民俗体验活动增
强居民的文化认同与归属感。”同安社
区党委书记光飞说道。

（通讯员 胡丽 刘成成）

传统美食传承舌尖记忆

本报讯 宜秀区大桥街道肖坑
社区把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作为工作
的重中之重，把“帮办代办”服务
作为连接社区与居民的温暖纽带，
为困难家庭排忧解难，切实让居民
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今年初，肖坑社区的方某和丁
某两户居民，因家庭遭遇变故陷入
困境，向社区提交了低保申请材
料。社区迅速安排专人第一时间前
往两户居民家中进行入户调查，询
问家庭人口情况、每月收入来源，
深入了解致困原因。同时，工作人
员为他们详细解读低保申请政策，
告知其申请流程和各个环节的时间

节点，耐心解答他们的疑问，还从
心理上给予他们安慰与鼓励。

调查结束后，社区工作人员将
收集到的资料提交至街道进行审
核，并与上级部门保持密切对接，
及时跟进申请进度。“一旦申请通
过，社区将严格按照相关政策，为
他们提供全面的保障服务，帮助他
们缓解经济压力，走出生活困境。”
肖坑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
持续聚焦特殊群体，围绕居民关切
的问题，不断完善“帮办代办”服
务，用真心真情切实做好为民服务
的每一项工作，让温暖与关爱在社
区中持续传递。 （通讯员 余芳）

“帮办代办”暖人心

本报讯 连日来，望江县太慈
镇平安办联合司法所、派出所走进
田间地头宣传反诈、反邪、禁毒
等，提升广大群众对平安建设的知
晓率和满意度，营造“人人参与平
安建设，人人共享平安成果”的浓
厚氛围。

太慈镇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广泛开展平安建设工作宣传。线
上充分利用QQ、微信公众号等，向
群众转发、推送平安建设相关学习
资料；线下利用乡村文艺演出、送
戏进村，屋场会等形式开展宣讲并
发放宣传折页，向广大群众宣传平
安建设的知识。今年以来，该镇共
发放宣传折页500余张，切实增强了
群众对平安建设的认同感和满意度。

太慈镇通过常态化开展入户走
访，及时掌握社情民意，及时获取
各类引发矛盾纠纷的苗头性、倾向
性问题，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能
稳控，筑牢社会稳定防线。同时，
该镇健全完善多元化矛盾纠纷调处
机制，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分类建
账，明确化解方案和时限。针对群
众之间的邻里纠纷、家庭纠纷等矛
盾纠纷，采取面对面交谈的方式进
行调解。对于“老问题”“疑难事”
等积案式矛盾纠纷，由平安办走访
调查，收集资料，逐一进行调处化
解。今年以来，全镇共调解矛盾纠
纷18件，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
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通讯员 韦明旺）

共建共享平安乡镇

近日，在怀宁县腊树镇桃园基地，村民在修剪桃树，抢抓农时，有序开
展春耕春管，打好丰产丰收基础。

通讯员 怀扬 邹佳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