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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桐城市西部山区里，
唐湾镇如一位静默的守护者，怀揣着
24处古建筑资源，其中安庆市文保单
位1处、桐城市文保单位4处、不可移
动文物点19处，更有第五批中国传统
村落——上排门古村落，在岁月长河
中坚守，续写着古建保护与传承的生
动篇章。

普查建档，摸清古建家底

唐湾镇组织专业文保团队深入各
村落，对辖区内古建筑进行了全面而
细致的普查，建立起详细的唐湾古建
筑资源名录，为古建筑的保护与利用
提供了准确依据。在普查过程中，工
作人员对每一处古建筑的年代、风格、
结构、历史背景等信息都进行了详实
记录，确保不遗漏任何一处具有历史
价值的建筑。通过对古建筑资源的系

统梳理，不仅掌握了古建筑的数量和
分布情况，还深入挖掘了其背后所蕴
含的文化内涵，为进一步的保护和开
发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青砖黛瓦的古民居到历经风雨
的老祠堂，从造型独特的马头墙到纵横
交错的小弄堂，身临其中，足以让脚步
丈量历史的厚度，用目光勾勒岁月的模
样，每一处古建筑都如同一部凝固的历
史书，记录着古镇的变迁与发展。

修缮保护，留住时光印记

唐湾镇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
针对不同古建筑的受损情况，制定了
个性化的修缮方案，并通过争取文保
项目和动员乡贤能人积极争取修缮资
金，对古建筑进行科学修复。例如，位
于唐湾村的李氏支祠，在面临墙体受
损、屋面损坏、主体受侵等问题下，通

过翻新祠堂屋面、加固补强木构件、更
换腐烂木椽条等修缮措施，最大限度
地保存了文物历史信息，使其重焕生
机；2024年争取130万专项保护资金对
唐湾古居民建筑主体结构进行加固，
修缮受损屋面，排除安全隐患，提升整
体风貌，让古建筑既保住了“形”，更留
住了“神”。

此外，唐湾镇还注重强化对古建
筑的日常保护管理，通过组建基层文
保员队伍，制定严格的保护制度，定期
对古建筑进行巡查，及时发现并解决
潜在的问题，防止人为破坏与自然侵
蚀的进一步加剧，让古建筑在岁月的
流转中依然能够保持其历史的温度，
珍藏那份时光变迁中的文化记忆。

活化利用，赋能文旅发展

唐湾镇积极探索古建筑的活化利

用途径，让这些古老的遗迹在现代社
会中重新焕发出活力与光彩。一些古
老的祠堂经过修缮与布置，或成为民
俗文化展示馆，陈列着当地的传统农
具、手工艺品等，或成为传承家风家训
弘扬家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凝聚着家
族的情感与记忆。

近年来，唐湾镇还依托古建筑资
源积极打造“古建+文旅”新业态，古色
古香的建筑群成为艺术家们的创作基
地，吸引了众多艺术工作者到此研学、
写生、游玩，他们以古建筑为灵感源
泉，创作出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艺
术作品，不仅为古建筑增添了新的文
化内涵，也为当地的文旅产业注入了
新的活力，2024年带动周边餐饮、住宿
及农副产品销售产值近20万元，让古
建筑在新时代焕发出独特魅力。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沈世贵）

一面“绣”历史 一面“绣”新生

唐湾古建保护的“双面绣”

山养其秀，水育其灵。走进怀宁
县月山镇月山社区龙泉井中心村，仿
佛一幅精心布置的水墨画卷，缓缓铺
展在眼前，随处可见“看得见山水、
记得住乡愁”的美景，不少游客在这
里游玩，一幅幅和美乡村画卷让人流
连忘返。

“这两年，镇里和社区推进和美
乡村建设，让村子实现了‘美丽蝶
变’，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幸福感越
来越强了。”说起村里的变化，村民
们连连点赞。如今，村庄有看头、村
民有奔头的美丽风景，正和着乡村振
兴的号角，在龙泉井中心村的青山秀
水间呈现。

人文为魂，山水乃形。仰看柏子
山群山叠翠，峰谷蜿蜒；俯看村舍畦
田，炊烟袅袅。走进龙泉井中心村，

能感受到闲适的田园气息，花园小
村，幽幽小径，三步一景，五步一
画，村庄里的每一处都有着别样的风
情，随手一拍都是风景。

初夏，满目皆绿，鸟语花香。步
入村庄，两排整齐的银杏树已抽出嫩
绿的新芽，仿佛在热情迎接每一位到
访者。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村口
那座厚重沉稳的部队大门——这是
1965年南京军区8391工程部队入驻时
修建的，没有华丽的装饰，却透着那
个年代特有的质朴与刚毅，无声地诉
说着历史的峥嵘岁月。村庄三棵苍劲
的古树巍然矗立，它们像沉默的老
者，守望着这片土地，见证着村庄的
变迁与传承。

尊重自然美、注重个性美、构建
整体美，村庄农耕文化长廊里，收藏

着耧车、犁耙等传统农具，宛如一座
“活态博物馆”，让年轻一代直观感受
父辈、祖辈的生存智慧。长廊不仅是
文化根脉的守护，更是乡愁经济的亮
点，承载着生态智慧的传承，为乡村
发展培根铸魂。

在村庄，二口泉井清澈透明，房
屋和蓝天倒映入景，这里曾是天然泉
眼，历经自然洼地、功能单一的池
塘，最终蜕变为集生产、生活、生
态、观赏于一体的大小龙泉景观。假
山堆叠，瀑布流淌，锦鲤游弋，岸边
的垂柳抽出嫩芽，处处生机盎然。

村庄与原 87420 部队仅一墙之
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主席和党
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8391
工程部队于 1965年进驻此地，1971年
87420部队入驻，承担军用设备维修等

重要任务。1999年，部队搬迁，但留下
的历史印记依然深刻。如今，月山社
区修缮了部队围墙，打造了“军民连心
墙”，让这份特殊的情感永远延续。

在70多户人家的龙泉井中心村，
绿水青山变成了致富的金山银山，腰
包逐渐鼓起来的村民们，迎来了美好
新生活。“我们将和美乡村建设和红
色文化、生态旅游相融合，形成‘红
色文化+乡村旅游’发展新模式，探
索符合村庄实际的乡村振兴新路线，
逐步把‘风景’变成可触可见的‘钱
景’。”月山镇月山社区党总支书记毕
治善说。

乡村蝶变，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如今的龙泉井中心村，宛如诗人
笔下的桃花源，令人神往。

通讯员 檀志扬 朱敏丽

龙泉井探寻记

盛夏时节，行走在望江县凉泉乡
凤林村的阡陌间，金黄的麦穗在微风
中翻涌成浪，二十余台联合收割机穿
梭于田垄之上，饱满的麦粒顺着传输
管道倾泻而下，空气中弥漫着小麦特
有的清香。这片承载着农民期盼的土
地，正以最饱满的姿态书写着乡村振
兴的丰收答卷。

在凤林村北侧的连片麦田里，种
植大户姜根东戴着草帽站在田埂上，
黝黑的面庞映着喜悦。作为村里首批
尝试规模化种植的“新农人”，他今
年承包的300亩冬小麦迎来了“沉甸
甸”的收获。“现在亩产稳定在 850
斤左右，按照订单收购价每斤1元计
算，刨去每亩40元的收割成本和秧
苗费用，含上补贴今年小麦纯收益能
有20多万元。”说话间，四台轰鸣的
收割机正以每台机子每天70亩的速
度推进作业，机械臂划过之处，麦秆

整齐倒下，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装
入运粮车。

机械化作业的普及，让“三夏”
时节不再是人海战术的战场。姜根东
掰着手指算起“机械账”：“每台机器
每天能收70到80亩，要是搁在十年
前，这300亩地得请30多个劳力忙活
大半个月。”如今，从耕整土地、精
准播种到植保飞防、联合收割，全程
机械化让农业生产效率实现质的飞
跃。在农机合作社的调度下，凉泉乡
共调度103台联合收割机、16台粮食
烘干机开足马力，确保3万亩小麦颗
粒归仓。

订单农业的推广，则为农民吃
下“定心丸”。凉泉乡农技站站长华
柏根带着技术团队奔走在田间地
头，他指着手机里的“智慧农业”
平台介绍道，我们建立了从种源供
应、技术指导到销售保障的全链条服

务体系，全乡大部分麦田都签了定向
回收协议。通过“企业+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与龙头企业建立稳定合
作，实现优质优价收购。正在装车
的运粮司机王师傅擦着汗说：“今天
这车麦子直接送到小麦收购厂，省
心省力还多赚钱呢。”

为了充分利用农时，收割后的
小麦迅速被送往烘干房，接受严格
的除杂和烘干处理。确保小麦干
爽，为粮仓储存提供最佳条件。先
进烘干设备的引进，显著降低了小
麦因雨季潮湿而发霉变质的风险，
为粮食的丰收增添了新动能。确保
夏粮丰收得以保障，每一粒小麦都
能安全归仓。

“刚收割下的小麦即刻进入烘干
流程，烘干塔全天候运转，每天可以
处理小麦大几百吨。烘干后的小麦随
即入库，高效便捷。相较于传统晾

晒，这种方法不仅省时间，更能均匀
控制小麦水分，品质更好，更容易长
期储存。”凉泉乡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冯国华介绍道。

每当小麦迎来生长和收割的时
节，周边村庄的村民们纷纷涌向麦
田，参与麦田的管护和收割工作，人
均增收超过3000元。收割后的小麦不
仅直接销售，还会经过深加工，转化
为面粉、面条等多样化产品，从而大
幅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

科技元素的注入，让传统农耕焕
发新生机。凉泉乡分管领导赵荣荣站
在观景台上俯瞰连片麦田：“近年
来，我们正在推进凉泉乡高标准农田
建设，通过土地流转、托管服务等方
式，把‘巴掌田’变成‘整片田’，
预计明年全乡机械化率将大幅提升。”

通讯员 姚文涛 何文斌 全媒
体记者 许娟

金浪千重铁臂摇 订单农业绘丰年

本报讯 望江县凉泉乡坚持开
门教育，主动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问效于民，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
化为民服务实效。

“这水泥路修到心坎上了！以
后干农活再也不用绕个大圈子，方
便多了。”6月3日，太华村村民徐池
学站在新硬化的村道上，正把刚收
割的油菜籽往三轮车上装，顺着他
手指的方向是一条刚硬化好的水泥
路，与S246快速路相交。过去，他和
村民往返田间需绕行4公里的崎岖
土路，每到农忙时节，转运农产品、
农用设施就成了一个大难题。针对
这一情况，太华村迅速行动，多方筹
措资金，成功争取18万元项目专项
资金，同时，动员在外乡贤捐资3万
元，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道路
修缮硬化工程，为沿线120户村民铺
就了一条便捷通畅的“幸福路”。

凉泉乡各村采用入户走访、村
民议事会、意见箱等方式，收集群众
诉求，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干部就在

身边，服务就在眼前。“集镇檀某、鲍
某、吕某、李某四名商户来村反映，
下水道堵塞，一下大雨卫生间反水
严重。（已对接乡规划部门，争取30
万元污水治理项目，6月10日前须完
成）”凉泉村党总支书记罗中文的笔
记上密密麻麻记录着村民心声……

夜幕降临时分，湖滨村龙屋组
产业路新安装的70盏太阳能路灯次
第亮起。龙水生大爷和老伴悠闲地
走在路上，脸上洋溢着笑容：“以前
吃过晚饭想跟老伴出来遛遛弯，孩
子们都说外面黑、走夜路不安全，这
下他们放心了！”凉泉乡湖滨村全面
摸排辖区人居环境、基础设施方面
的短板弱项，注重听取群众意见，整
合项目资源，全力实现村庄“颜值”
和“品质”双提升。自开展学习教育
以来，该村已硬化村组道路 4.7 公
里，安装路灯231盏，清理生活及建
筑垃圾47处、20余吨。

（通讯员 杨秀敏 全媒体记
者 许娟）

聚焦开门教育 办好民生实事

本报讯 近年来，望江县雷阳
街道通过盘活土地资源，大力发展
艾草、油茶、木耳等农产品种植，成
功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雷阳街道为改变部分土地处于
闲置或低效利用状态的现状，在深
入调研和广泛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
上，决定充分挖掘土地潜力，发展特
色农产品种植产业。

艾草，作为一种具有广泛药用
价值和市场需求的植物，成为了翠
湖村的首选产业之一。村集体通过
流转土地，建立了艾草种植基地。
艾草耐旱耐瘠、管理简单，每年可收
获两茬，市场需求量较大，每亩保守
收益约1000元。在种植过程中，村
里采取“村委会＋企业”的合作模
式，与相关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确保
艾草的销售渠道畅通。优先吸纳村
里的剩余劳动力参与艾草种植和管
护工作，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

就业增收。“以前农闲的时候，只能
在家闲着，现在村里种艾草，我们还
能过来干活，一天能挣一百多块钱，
还不耽误照顾家里。”村民宋先华高
兴地说。

除了艾草，油茶也是雷阳街道
选定种植项目。新北社区整合闲置
荒山资源，建立了数百亩的油茶林
基地。经过多年的精心培育和管
理，如今油茶林已逐渐进入收获期。

在发展艾草和油茶产业的基础
上，2024年翠湖村盘活荒废土地 5
亩，投资建设黑木耳种植基地，引进
优质木耳菌种，组织村民进行学习
和培训，掌握木耳种植技术。24年
木耳种植已初见成效，一朵朵肥厚
的木耳挂满菌棒，木耳销售收入约6
万余元，成为了村集体经济增收的
又一亮点。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丁雁朋）

盘活集体土地资源 走出发展新路径

6 月6 日，家政老师正在为社区
妇女们开展育婴技能培训。

当日，由市妇联、迎江区妇联等
组织的“皖美”巾帼家政进社区活动
在双井社区拉开帷幕，届时有 9 期家
政技能培训、3场就业推荐会、3场法
律政策宣传、公益等服务活动在双井
等三个社区陆续开展，此项系列活动
将持续到7月中旬结束。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顾媛 摄

家政培训进社区

就业服务零距离
本报讯 6月4日，走进桐城市

大关镇麻山村、金山村，红太阳家庭
农场的再生稻机插示范田郁郁葱
葱、长势喜人。据悉，该农场承担的
2024年水稻绿色高质高效行动项目
（再生稻机插示范）圆满完成目标，
在实现粮食增产的同时，推动了农
业绿色发展，为当地农业现代化注
入新活力。

2024年，大关镇红太阳农场申
报并获批桐城市农业农村局实施的
再生稻机插示范项目，积极开展水
稻绿色高质高效行动。

此次示范项目采用再生稻机插
示范模式，面积达520亩，充分利用
水稻基质集中育秧、机械化插秧和
测土配方施肥等先进技术，有效提
高了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使肥
料利用率显著提升，化肥使用量每

季减少10%。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农场应用

现代植保机械无人机，开展专业化
防控，采用生物农药和低毒高效化
学农药，并购买社会化服务组织飞
防。不仅农药利用率大幅提高，还
减少了9%以上的农药使用量，有效
保护了生态环境，降低生产成本45
元/亩。

测产结果显示，项目成效斐
然。去年头季稻实收测产亩产达
654.98 公斤；再生季测产亩产达
256.04公斤，两季亩产共计911.02公
斤，较常规区亩增产13%。同时，示
范区比常规区减少化肥用量8公斤，
农药用量减少10%，亩增加效益370
元，成功突破“吨粮田”目标。

（通讯员 方丽娟 全媒体记
者 查灿华）

再生“吨良田”收获好风景

本报讯 值第54个“世界环境
日”来临之际，由迎江区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及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一
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在长风乡将军
村党群服务中心公开开庭审理，30
余名基层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参加
旁听，将司法服务和法治宣传送到
群众家门口。

2024年 10月，毕某甲、胡某乙、
王某丙三人在东至县东流镇稠林村
附近江堤以内江套水域使用三重刺
网（系禁用渔具）捕获长江野生鱼共

计 124条 26.4kg，其中 1条胭脂鱼系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检察官结合现有证据材料，充分
阐述了案件事实，用通俗的语言剖析
了长江生态环境及社会公共利益受
损情况，并对被告人开展法庭教育，
告知其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

庭审结束后。检察官结合该
案，现场开展释法说理，宣传《长江
保护法》，为群众答疑解惑，引导群
众积极成为生态保护的践行者。

（通讯员 张芳）

乡村庭审以案释法护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