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5月14日 星期三
县（市）区新闻

责任编辑：汪迎庆 电话：5325915

印刷单位：安庆日报社印刷厂 地址：集贤北路689号（农野大厦） 本报通过邮局发行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庆市分公司 本报地址：湖心北路88号 办公室电话：5325945 每份零售价：1.30元

本报讯 岳西县城西幼儿园作为
岳西县“安心托幼”示范园，自2023年
成立以来，该园一直开设2岁至3岁托育
班，通过特色课程和普惠政策，破解低龄
幼儿“入托难”，给家长们送上“定心丸”。

走进岳西县城西幼儿园托育班，
宽敞明亮的教室划分出生活区、游戏
区和阅读角，墙面装饰着卡通身高尺
和防疫知识贴画，处处体现适龄化设
计。托育班采用“1 名教师+2 名保育
员”配置，确保每位幼儿都得到充分关
注。“我们幼儿园始终坚持以儿童为本
的教育理念，积极探索科学育儿模式，
率先试点托幼一体模式，为幼儿提供
更连贯科学的成长环境。”岳西县城西
幼儿园园长王海珍介绍。

在大、中、小班的课程设置上，岳

西县城西幼儿园将“红色文化、科学文
化、传统文化”融入日常教学，让传统
文化浸润童年。该园黄梅戏兴趣班教
室里，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哼唱黄梅
戏，稚嫩的童声与婉转的曲调交织，成
为“非遗启蒙课”的生动场景，让幼儿
在游戏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不仅如
此，该园还开设“绘本阅读”“创意美
工”“感统游戏”等多元课程。“我们托
班注重寓教于乐的方式，宝宝通过游
戏认识了解蔬菜，让他们在快乐的音
乐和游戏中锻炼反应力、培养专注力，
感受游戏和音乐的乐趣。”岳西县城西
幼儿园教师丁百珍说。

岳西县城西幼儿园作为岳西县
重点民生工程，总投资建设 4398.58
平方米，拥有开阔的户外活动场地

和多元化的专用教室。同时作为岳
西县“安心托幼”示范园，城西幼儿
园累计新增托位20个，辐射周边城西
社区、东山社区等区域，惠及双职工
及进城务工家庭。“下一步，我们正在
积极参与申报国家生态友好幼儿园试
点区建设，希望将自然教育、可持续发
展理念融入幼儿成长的每一天。”王海
珍说道。

近年来，岳西县全面落实“安心托
幼”民生实事，通过“一园一案”制定延
时服务实施方案，根据家长需求灵活
提供季节性延时服务托管班，实现幼
儿园和有需要的幼儿两个全覆盖。同
时，该县进一步扩大普惠资源，全县新
增公办幼儿园学位650个，投入2000
多万元为全县39所普惠性幼儿园添置

玩教具、改善办园条件，公办幼儿园在
园幼儿占比达65.17%；推进托幼一体
化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
班，托幼一体化幼儿园达到32.5%，超
额完成30%的预定目标。

“下一步，岳西县将以创建国家
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为契机，进一步
加大投入，继续扩大普惠资源，确保
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不低于
70%；在全县幼儿园实施红色文化铸
魂、优秀传统文化润心、科学文化启
智的‘三化’特色育人工程，抓实学前
教育教科研，全面提升保教质量，着
力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学前教育高
质量发展样板。”岳西县幼教中心主
任王德喜介绍道。

（通讯员 余飞 杨辉）

推进托幼一体化建设 全面提升保教质量

办好“安心托幼”民生实事

初夏的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
薄雾，岳西县五河镇农家院落里的樱
桃树缀满玛瑙般的果实，晶莹剔透的
樱桃在翠叶间若隐若现，游客穿梭其
间，手持果篮体验着采摘之乐。近年
来，五河镇全力聚焦产业振兴，坚持
农文旅融合发展，着力完善配套设
施，积极对外推介宣传，力争建成休
闲观光采摘的精品乡村旅游目的地。

通讯员 王锋 王小迪 摄

樱桃盈枝
迎客来

本报讯 5月11日，岳西映山红爱
心协会“益点成长计划助学金”发放仪式
在岳西县希望公益服务中心举行。此次
活动采用“集中发放+入户帮扶”双轨模
式，为10名困难学子搭建起精准助学桥
梁，助力他们在求学路上稳步前行。

活动现场，7名受助学生不仅每人
获得4000元助学金，还收到了爱心图
书。对于另外3名身处偏远地区的学

生，协会志愿者已于前期主动上门，将
助学金送至他们手中。岳西映山红爱
心协会一直采取“资金支持+精神赋
能+持续关怀”三维帮扶模式，此次活
动期间，协会志愿者与受助学生家庭
展开深入交流，全面了解学生成长、家
庭实际需求等重要信息，确保帮扶工
作更具针对性与实效性。

从亲人患病带来的经济重压，到

意外事故导致的生活困境，每名受助
学生的家庭都有着令人动容的故事。

“我们会坚强起来，坚定向前，相信未
来会越来越美好。”尽管命运坎坷，但
受助学生话语中展现出的坚强不屈令
人敬佩。“除了感激，我也不会说其他
的。”一位受助学生家长质朴的话语，
道出了众多受助家庭的心声。同时，
家长们纷纷表示，未来一定会将这份

爱心传承下去，教育孩子常怀感恩之
心，待有能力时积极回馈社会。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照亮困难学
子的成长之路。据了解，截至目前，

“益点成长计划”助学活动累计发放助
学金68万元，惠及学子达287人次，为
山区教育振兴持续注入温暖而坚实的
力量，用爱心为莘莘学子托起希望的
明天。 （通讯员 冯润青）

爱心助学点亮莘莘学子希望之灯

本报讯 近年来，岳西县天堂镇
积极探索创新，以党建为引领，以“全
要素网格”建设为切入点，全面推进基
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乡
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优化网格体系，夯实治理基石。
天堂镇遵循“全域覆盖、动态调整”的
原则，将全镇划分为62个网格。在此
基础上，该镇构建“1+1+1+N”的网格架
构，即由1名镇包点干部、1名网格长、1
名专职网格员以及若干兼职力量共同
组成。通过这种架构，形成了镇党委
统一领导、社区党组织协调推进、网格
员具体执行的三级联动治理模式，有
效整合了党建、综治、城管等多部门资
源，真正实现了“多网融合、一网通
管”，使基层治理的脉络更加清晰，运
行更加高效。

建强人才方阵，提升服务效能。
在人才选拔机制创新上，天堂镇积极
推行“镇聘村（居）用”模式。社区深入
挖掘、推荐符合条件的优秀居民，镇里
严格组织考核，填补网格员岗位空缺，
充分发挥网格员“地熟、人熟、情况熟”
的优势，推动工作高效开展。

为全方位提升网格员综合素质，
天堂镇紧密结合实际需求，不定期开
展业务知识、沟通技巧、应急处理等多
领域专业培训，着力打造全能型网格
员队伍。同时，制定完善管理制度，结
合居民满意度调查结果，每年公开表
彰优秀网格员，树立榜样；对工作懈怠
者及时约谈督促，鞭策改进。通过系
列举措，有效激发网格员工作积极性
与责任感，为基层治理注入活力。

发挥网格优势，释放治理效能。

网格员在基层治理中承担着多重角
色，作为政策“宣传员”，他们通过多种
渠道广泛宣传惠农政策和法律法规，
有效提高了村民的政策知晓率和法治
意识。面对矛盾纠纷，网格员迅速化
身“调解员”，秉持“预防为主、调解优
先”的原则，第一时间介入调解。对于
较为复杂的矛盾，及时上报社区协调
处理，努力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
不出社区”。自2024年以来，该镇已成
功调解833件纠纷，维护了社区的和谐
稳定。在安全保障方面，每逢重大节
日和特殊时期，网格员又成为“安全卫
士”，对重点区域进行不间断巡逻，排
查安全隐患，为居民创造安全稳定的
生活环境。

打造智慧平台，推动智能治理。
天堂镇积极推进数字化建设，充分利

用“平安宜城”智慧治理平台全流程
数字化管理，涵盖“人房核实”“自处
置上报”等核心模块。在实际运行
中，网格员利用移动终端，实时上传
相关信息，大大提高了信息传递效
率，有力推动了基层治理向数字化、
智能化转型升级，为打造现代化城镇
奠定了坚实基础。

天堂镇以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为
重要抓手，通过织密治理网络、激发队
伍活力、创新服务模式，成功推动基层
治理从“单打独斗”向“多元共治”转
变。下一步，天堂镇将持续深化“党
建+网格”双融共治体系，不断探索创
新，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强大的动力，努
力开创基层治理新局面。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程善）

优化网格体系 激活基层治理“新引擎” 本报讯 入夏以来，在岳西县
石关乡马畈村，成片的杜鹃花如火
焰般绽放，与错落有致的白墙黛瓦
院落交相辉映。这片曾被地理条件
制约的山区村落，如今凭借“一宅两
院”民宿模式和杜鹃花海的生态景
观，成为皖西乡村振兴的“金名片”，
吸引着八方游客驻足流连。“杜鹃花
种在民宿院落里，吸引了很多游客
来旅游、打卡、住宿，‘五一’期间民
宿‘一房难求’。”石关乡民宿管家张
小红说道。

石关乡平均海拔840米，夏季平
均气温仅22℃，素有“清凉小镇”之
称，但因建设用地指标不足、农房闲
置率高，一度陷入“空间贫困陷
阱”。2022年，石关乡马畈村创新推
出“一宅两院”模式——农户保留一
楼自住，二、三层改造为精品民宿，
通过外挂楼梯实现“住行分隔、互不

干扰”，并增建观景平台，形成“楼下
烟火气、楼上诗意居”的独特格局。
为提升游客体验，当地政府投资
7000万元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
步道、休闲公园和景观河道，将乡村
打造成“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的田园景区。

“近年来，我们大力推进‘大石
关’农文旅融合示范区建设。2025
年计划新改造‘一宅两院’10户，建成
并运营‘一宅两院’民宿集聚区。下
一步，我们将深化‘红绿融合’，用活
红色资源与生态资源，建设国家级康
养旅游目的地，力争年接待游客突破
20万人次。”石关乡乡长胡熠说道。

从“空心村”到“网红村”，石关
乡的蝶变是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在这里，百年杜鹃见证着古村新生，
一砖一瓦诉说着乡愁与创新。

（通讯员 余飞 储翔）

民宿绽放杜鹃花“一宅两院”人气旺

本报讯 连日来，岳西县冶溪
镇罗铺村桑枝黑木耳种植基地内，
整齐悬挂的菌棒如同五线谱，菌棒
上挂着一朵朵熟透的黑木耳，工人
们穿梭其间，娴熟地采摘着肥厚的
新鲜木耳。在木耳晾晒棚里，黑珍
珠般的“山珍”木耳在暖阳下泛着光
泽，工人们有的在翻晒木耳，有的在
将晒制的干木耳分拣装袋，忙得不
亦乐乎。

“每年这个季节，我们都会到基
地来帮忙采摘新鲜木耳，正好这时候
家里农活不多，采摘木耳每天工资
100元，能让我家每年增加4000多元
的收入。”罗铺村村民王春霞说。

自 2017 年创新实施“桑枝变
金”工程以来，罗铺村党支部以“党
建+产业”为引领，探索出“村企联
姻”的特色发展模式。该村通过与
来榜镇关河村思远农业公司深度
合作，形成菌棒定制、技术护航、兜

底收购的全产业链条，既破解了生
产技术瓶颈，又构建起“自主销售+
保底收购”的双保险机制。如今，
位于大别山腹地的罗铺村已建成
两座现代化木耳大棚，年挂菌棒 2
万棒。依托桑枝栽培、纯天然、无
公害、无污染的绿色优势，这里产
出的黑木耳胶质丰富、口感脆嫩，
年加工干品达 2000 斤，年创收逾
10万元。更令人欣喜的是，这项产
业已带动 30 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
就业，铺就了一条生态效益与经济
效益双赢的致富新路。

“我们村种植桑枝木耳近十年，
给村集体带来了近百万元的收入。
下一步，罗铺村将依托产业基础和
资源优势，带动更多的群众种植黑
木耳，延伸产业链，将‘小木耳’培育
成强村富民的‘大产业’。”罗铺村党
支部书记胡良军信心满怀地说。

（通讯员 胡兴南 徐月）

小木耳“种”出增收致富路

本报讯 5 月 9 日，岳西县主
簿镇金塘村田间地头热闹非凡，主
簿镇主办的毛香采摘及米粑制作体
验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开启
了一场沉浸式乡村文化体验之旅。

当天上午7时许，村民李大姐
挎着篮子，带着游客们走进村东头
的荒坡地。“毛香喜阴湿，叶片呈椭
圆形，其背面有白色绒毛是辨别的
关键，要挑嫩尖掐，留着根明年还能
长。”她边示范边讲解，游客们在一
旁仔细辨认，有的游客还拿出手机
拍照记录。

临近中午，村头的老宅内，非遗
传承人朱阿姨正在演示传统米粑的
制作技艺，她将浸泡过的籼米与糯
米按比例混合后磨成粉，再加入少
量的热水，然后将磨好的毛香汁倒
入米粉内，瞬间晕染出翡翠般的色
泽。“粉、水、毛香的比例一定要
分配好，毛香太多或太少都会影响
口感。”朱阿姨一边传授经验，一
边揉着面团，面团在她的掌心中翻

飞，然后快速地将炒好的馅包进面
团里。看着碧绿的面团，游客纷纷
洗手来体验做粑的乐趣。当热气腾
腾的米粑出锅时，现场响起一片赞
叹声，游客们争相品尝乡土美食。

“从采摘到制作，每个环节都非常
有意义，它不仅让我在实践中了解
了传统饮食文化，还让我真切感受
到乡村的生命力。”来自南京的游客
张先生说。

主簿镇在活动现场不仅设置了
“农耕文化馆”，通过图文展板与实
物展示，系统介绍毛香的药用价值
及米粑的百年传承史，还特别推出
了“乡村旅游体验站”，游客凭采摘
券可兑换民宿体验券、研学游门
票。这场充满泥土芬芳的文化体
验，不仅让传统技艺在游客们的互
动中焕发生机，更激活了“采摘经
济+文化旅游”的发展模式，主簿镇
正以“小而精”的特色活动，为乡村
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通讯员 陈向阳）

农耕体验激发乡村旅游新活力

本报讯 连日来，岳西县公安局
交管大队积极组织“交通安全宣传小
分队”深入牛草山风景区，开展交通
安全主题宣传提示活动。此次活动
旨在增强游客及景区内交通参与者
的交通安全意识，确保旅游旺季景区
道路交通安全，为游客提供一个安
全、有序、畅通、愉快的旅行环境。

清晨，阳光洒满牛草山，山间云
雾缭绕，宛如仙境。“交通安全宣传
小分队”的民警辅警及青天乡道义
村“两站两员”们早早来到景区，他
们在景区入口、停车场以及主要观
景点设立了多个交通安全提示牌，
并通过发放图文并茂的宣传提示
单、开展“面对面”交通安全提示等
方式，向游客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同

时热心为游客提供出行指引。“牛草
山景区道路坡陡弯急，请小心驾
驶！”“请系好安全带，保持安全车
距，安全出行从我做起！”“拒绝酒
驾，让爱回家！”……交警们还现场
演示了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带、规范
佩戴安全头盔等安全防护设备，他
们的身影在人群中穿梭，成了牛草
山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我们将继续加大农村地区及
旅游景区周边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力
度，提高广大游客及村民的交通安
全意识。同时，我们也会继续加强
与景区管理部门的合作，共同营造
景区周边良好的道路通行环境。”岳
西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三中队民警
张磊说道。 （通讯员 储翔）

筑牢旅游旺季
景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本报讯 近日，位于岳西县五河
镇河南村的“义门居”民宿主体工程已
经完成，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群山环抱的河南村森林覆盖率超
90%，村内蒋氏支祠（六行堂）等省级
文保保存完好，古色古香、原汁原
味。“‘义门居’民宿项目通过对陈氏
义门堂古民居进行改建，与六行堂、
李冲下屋、凹上老屋等古民居相依相

映，打造融入性、舒适性、私密性于一
体的‘古村民宿’，一期工程预计今年
底完工，2026年初开始试运营。”河南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蒋昌平介
绍，“义门居”民宿项目总投资700余
万元，建设总面积 1333 平方米，其中
建筑面积800平方米，院落及绿地面
积533平方米，配套建设有多媒体会
议室 1 间、展厅 1 间、茶厅 1 间、餐厅 4

间、客房12余间以及大型停车场等，可
为游客提供吃、喝、娱、住、行等一体
化、全方位服务。

谈到下一步发展计划时，蒋昌平
表示，后期民宿将建成集民宿生活
区、农事体验区、休憩养心区于一体
的传统皖西南民居建筑式样，室内风
格定位为古朴、简约、雅致，实现传统
与现代的双向互动，为广大游客提供

原汁原味的住宿体验，让人融入自
然、回归本真。

近年来，五河镇多渠道推介妙道山、
小河南、马元寨等景区景点，相继举办

“乡村推介官”大赛、短视频推介比赛，妙
道山居、夏荷人家、熙悦民宿、云溪畔民
宿等相继开业运营，宜居宜游的五河
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纷至沓来。

（通讯员 王锋 王小迪）

“古村民宿”建设如火如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