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5月 13日，在望江县漳
湖镇大湾村安徽寸草心服饰有限公司
加工车间内，缝纫机整齐列队，有节奏
的“哒哒”声交织成动人的生产乐章。
工人们双手在布料间飞速穿梭，落针声
清脆悦耳。“5月份，我们开始备货秋季
儿童打底衫、衬衫，每天工人都在加班
加点赶工，确保按时交付。”该公司负
责人方和兵向记者介绍。

这份繁荣景象的背后，是漳湖镇
招商引资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生动实
践。漳湖镇素有纺织服装加工传统，
全镇347个家庭服装小作坊里，850多
名村民从事着相关工作，积累了大量
熟练的纺织服装工人。然而，家庭小

作坊长期面临发展瓶颈，订单拓展艰
难，需自行寻找客源、负责包装，水
电费成本居高不下，且多数订单辗转
多个“中间商”，到手利润微薄。

为打破困境，漳湖镇积极探索发
展新路，将目光投向在外发展的乡
贤。在湖州经营服装企业的大湾村人
方和兵，便是被“引凤还巢”的重点
对象。2023年，得知家乡政府招商引
资的消息后，方和兵毅然决定将企业
在湖州的生产部分逐步迁回家乡，租
用镇里在大湾村建设的占地700平方
米、总面积约2100平方米的标准化生
产车间，成立安徽寸草心服饰有限公
司。该公司于2022年注册成立，主要

生产针织类家居服以及梳织类棉服、
羽绒服，产品销往广东、福建等地，
年生产量达 70 余万件，年产值高达
2000余万元。

目前，已有30余名曾在家经营小
作坊的村民、20余名原本打算外出务
工的村民走进企业。在计件工资模式
下，工人们多劳多得，收入也大幅提
升。“之前在外地务工，顾不到家里老
小，如今在这上班实行计件工资，我
每天能拿到300到400元左右的工资，
这个收入我挺满意的。”在该公司务工
的大湾村村民廖结银说道。

为了让务工村民安心就业，该企
业还建了一间“儿童辅导室”，为上夜

班和周末工作的村民的子女，提供学
习空间和老师指导服务。“以前在家经
营服装小作坊时，只要孩子不上学，
我就干不了活，现在孩子可以在工厂
楼上学习，我也能放心工作了。”在此
务工的村民王文娟笑着说。

近年来，漳湖镇通过招商引资、
引导乡贤返乡创业等举措，吸引企业
投资建厂，不仅带动了当地产业升
级，更让众多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
业，真正做到务工、顾家“两不误”，
走出了一条企业获利、村民受惠、多
方共赢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全媒体记者 许娟 通讯员 嵇
奕华 章含文）

企业获利 村民受惠 多方共赢

乡贤返乡兴产业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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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真

本报讯 怀宁县三桥镇锚定生态
塑形、产业筑基、文化铸魂发展路
径，以金闸村鸿鹤咀中心村为示范核
心，通过人居环境提标、特色产业提
质、治理效能提档三向发力，绘就山
水相映、产村相融、人文相生的和美
乡村新画卷。

漫步金闸村鸿鹤咀，青石板路蜿
蜒曲折，行行排列的民居与错落有致
的景观绿植相映成趣。作为2024年省
级和美乡村示范村，金闸村坚持党建
引领，助推和美乡村建设提质增效。
金闸村累计硬化村组道路 34.3 公里，
铺设污水管道7.6公里，整治塘坝沟渠

15处。该村推行“网格员包片+村民自
治”管理模式，将全村26个村民组划
分为5个网格责任区，由镇党员干部
担任网格员，联同村民参与人居环境
整治，累计清理垃圾约210吨，打造

“星级文明户”“美丽庭院”等特色示
范户9户。

走进金闸村蓝莓产业园，连片钢
架大棚内蓝莓挂满枝头，工人们正忙
着分拣打包。金闸村依托“两水穿
境”的生态优势，构建“光伏+农业+
加工”产业矩阵，光伏电站年发电9.7
万度，收益超8万余元；33亩蓝莓采
摘园年产值达13万余元；新建果蔬钢

架大棚44个，种植草莓、葡萄等特色
农产品，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30余万
元，带动周边200余名村民人均增收
6000余元；引入电商直播新业态，培
育“新农人主播”3名，2024年度通
过云端销售蓝莓鲜果32吨、紫薯0.3
吨、紫薯粉丝400余斤，增加村集体
收入15万余元。

鸿鹤咀在和美乡村建设中，通过
凝聚村民力量，迸发出和美乡村建设
的“大能量”。金闸村通过“村民议事
会”协商决议，127户村民自发捐款近
20万元，乡贤捐款13万元，有效破解
了和美乡村建设资金难题；成立“和
美乡村理事会”，实现了美丽乡村建设
规划设计村民自己谋划、工程实施全
程监督的全环节参与。同时，该村严
格遵守“四议两公开”制度，确保和

美乡村专项资金精准落地、发挥实
效。村党支部书记刘爱琴带头拆除自
家30平方米房屋，村民程为贡主动让
出院墙3米，在他们的带领下，村民
们自发参与义务植树、环境美化等志
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持美丽乡
村建设，共同营造干净整洁、和谐宜
居的生活环境。

如今的鸿鹤咀，硬化道路如玉带
环村，光伏板阵似银鳞铺展，文化广场
若明珠点缀，绘就出一幅推窗见绿、起
步闻香、产业兴旺、邻里和睦的和美乡
村新图景。这座昔日的贫困村落正向
着“皖西南和美乡村标杆”的目标昂扬
奋进，以实践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深刻内涵，实现了从“一处
美”向“处处美”的转变。

（通讯员 陈诚 王琪峥）

产村相融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本报讯 初夏，在望江县凉泉乡
壬辰占村柴场圩，800亩连片小麦田
如绿毯铺陈，田垄间麦苗随风摇曳。

这片紧邻泊湖的低洼地，曾因
易涝渍、芦苇丛生而长期抛荒。凉
泉乡通过统筹实施耕地复垦工程与
农田水利设施升级，提升农田防灾
减灾能力。如今，昔日“芦苇荡”
蜕变为“黄金田”，规模化种植的小
麦预计亩均收益可达800元，为当地
提供新的产业支撑。

凉泉乡团山村的耕地复垦实践
同样亮点纷呈。该村将300亩复垦耕
地用于特色黑参种植，与亳州中药材
企业签订购销协议，构建起“种植-收
购-加工”全产业链条；另外400亩耕
地分别布局辣椒和棉花种植项目，通
过优化作物布局实现多元化发展。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岚杆湖周边的辣
椒种植基地引入智慧农业滴灌系统，
依托物联网技术实现精准灌溉，水资
源利用率和作物单产增长显著。

“随着岚杆湖生态开发的推进，

我们计划依托湖光山色与田园景观，
将采摘体验、农耕文化与生态旅游深
度融合，打造农旅融合示范项目，为
乡村经济培育新的增长极。”团山村
党总支书记徐劲松说。

在全域耕地恢复工作中，凉泉乡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
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带头投身复垦整
地与春耕生产，带动群众参与热情。
该乡借助乡村振兴政策红利，开发土
地整理、田间管理等“家门口就业”岗
位，累计已有数百名留守妇女实现

“务农、顾家”两不误，日均务工收入
达85元。这一举措既盘活了农村剩
余劳动力资源，更实现了粮食增产、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多重目标，为
乡村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近两年来，凉泉乡累计恢复耕地
7547.64亩，构建起“粮食主产+特色种
养”的复合产业体系，有力促进了村
集体经济壮大与农民增收致富。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陈明星 胡蕾）

耕地蝶变催生“粮丰业兴”

本报讯 近日，桐城市范岗镇石
井铺村多措并举做好防溺水工作，织
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网。

石井铺村利用大广播、宣传栏、
微信群、朋友圈等，全方位开展防溺
水宣传；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
料等方式，向村民普及防溺水“六不”
原则，并组织共青团志愿者入户走访
发放防溺水手册，提升宣传覆盖面。

石井铺村组织共青团志愿者对
辖区内河流、池塘、水库等水域进行
全面排查，查看水域周边的安全防护
设施和防溺水警示牌是否破损，数量
是否充足，并在水域处设置醒目的警
示标志，设置“三个一”应急救援物
品，安排人员重点水域日常巡逻；建
立防溺水工作巡查台账，及时增补救
生竿、救生圈等救援设备。同时，该

村还对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进行登
记造册，落实“一人一档”跟踪管理，
确保监管无死角。

该村建立健全巡查工作制度，对
辖区重点水域开展常态化巡查，筑牢
防溺水安全屏障。包组干部每天对
辖区内河道、池塘、水库等区域周围
进行安全巡查，对重点水域和存在安
全隐患水域加大巡查监管力度，严防
青少年私自下河和到水边玩耍，从源
头上遏制溺水事故发生。通过常态
化防溺水安全巡查，确保辖区内安全
警钟长鸣。

“下一步，将把防溺水工作纳入
常态化，加大宣传力度，强化防溺水
责任和工作举措，加大巡查力度，织
牢织密防溺水‘安全网’。”石井铺村
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讯员 张磊）

多措并举做好防溺水工作

怀宁县小市镇受泉村珠流河防汛段2混凝土道路新建工程。项目建成后，
能解决受泉村、杨旗村3个村民组近千群众的出行问题，打通珠流河四联村、受
泉村、禅师村的防汛通道，缓解防汛抗旱压力。

全媒体记者 江胜 通讯员 刘舰宇 摄

近日，太湖县组织工作人员，聚焦
就业带动实效与规范管理，实地检查新
仓镇帮扶车间运营情况。

检查组每到一家车间，核对在岗人
员台账，随机抽查脱贫人口考勤记录、
工资发放凭证等，对台账不完善、考勤
管理松散等问题，列出整改清单，现场
责令整改。

太湖县把就业补助资金作为稳就
业、保民生的“压舱石”，严格落实帮扶
车间资金监管，强化服务效能，打好“政
策上门+技能提升+岗位推送”组合拳，
助力车间提升运营效能。同时，该县不
断增强吸纳就业能力，实现就业一人、
增收一户、带动一片，以务实举措推动
就业帮扶工作走深走实，助力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朱显民 摄

稳就业

保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