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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点 击 DIANJI

本报讯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静、便
利、舒适的考试环境，连日来，望江县回龙街道
党工委周密部署，推出一系列贴心服务举措，
用实际行动为中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为确保考生拥有最佳应试状态，回龙街
道工作人员深入辖区楼宇、商铺及居民家
中，开展“静音护考”专项宣传动员，耐心呼
吁居民在中高考期间减少施工装修、广场娱
乐等噪音，共同按下“静音键”。高考期间，回
龙街道联合县委社工部、团县委在考点门口
设置的志愿服务点格外醒目，志愿者们身着

“望邻里”志愿服务马甲，热情周到地为考生
及家长免费发放矿泉水、一次性雨衣和应急
文具。为预防雨天考生受凉影响发挥，回龙
街道还联合县中医院在志愿服务点免费提
供特别熬制的驱寒暖身热饮，志愿者们细致
入微的服务受到考生及其家长的好评。

（通讯员 吴忠琦）

回龙街道：

贴心服务助力考生逐梦

本报讯 近日，望江县赛口镇人大组织各
级人大代表深入一线，通过强化宣传教育、细
化巡查监管、凝聚共治合力，构建起“预防为
主、群防群控”的防溺水工作体系，为青少年儿
童织牢生命“安全网”。

人大代表们深入各村水域现场，实地查看
防溺水设施的设置，详细了解防溺水工作进展
情况。针对部分水域的警示标志存在模糊不
清、设置位置不够明显，个别地方的防溺水物
品储备不足，救生圈、救生绳等救援设备数量
有限等问题，代表们现场提出整改建议，要求
相关部门立即采取措施，完善设施配备，确保
防溺水工作落到实处。在该镇永镇村召开的
座谈会上，人大代表们结合巡查中发现的问
题，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代表们还建议，要
进一步发挥关工委等组织的作用，加强对青少
年的防溺水教育，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
同努力，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通讯员 徐金伟）

赛口镇：

织密防溺水安全网

山村缺水：挑水担子
里的“民生之痛”

时针拨回2024年6月，第9批
驻村工作队队长洪方华初到向阳
村时，被一幅画面刺得心头一紧
——清晨，村里老人们颤巍巍地
挑着塑料水桶，沿着羊肠小道往
家赶。原来，因持续干旱、水源
不足，村里23处小微水利设施严
重缺水，原有的自来水供水管网
几乎无水可供，1000 多名村民陷
入“守着青山没水喝”的困境。

“去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是
缺水的，村民只能挑水喝，路远的
得花费半小时走山路，遇到下雨
天，全身都会沾满泥巴。而且挑回
的水水质还得不到保障，村民怨声
载道。”58岁的吴幸印是向阳村自
来水管理员，提起村里缺水的窘
境，他不由地连声叹息。

向阳村有170亩茶园，近九成
农户都种有茶叶。去年采茶旺
季，从外地请来的采茶工喝水洗
澡就成了大问题。“吃水难问题导

致我们的采茶效率大打折扣，甚
至影响到茶叶的产量和质量。”
村民何康明告诉记者。

“ 水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 主 动
脉’！”在向阳村“两委”重点工
作推进会上，洪方华的话掷地有
声：“决不能让村民们守着青山没
水喝！”为此，驻村工作队与村

“两委”立足村情水况实际，积极
对接桐城市相关部门争取新建农
村饮水项目，在前期现场勘察的
基础上，邀请桐城市水利局村镇
供水管理所及水发设计院等一行
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农村饮水工程
实施计划。

在桐城市水利局7万元水毁资金
支持下，驻村工作队带着村民抢修
河堤、清淤渠道，暂时缓解了向阳
村吃水难题。但大家心里清楚：修
修补补不是长久之计，得从源头找

“活水”。

山林寻水：徒步数百
公里的“水源侦探”

2024年7月，一支特殊的“寻水

队”成立了。驻村队员、水利专家、村
“两委”成员和热心村民共20余人，他
们背着工具、水壶走进山林，早出晚
归，在毒蜂和蚊虫肆虐的密林陡坡
间“地毯式”搜索水源，饿了啃口
干粮，渴了捧把山泉水。

“在山林中寻找水源的过程
中，我两次被蜱虫叮咬，导致大腿
红肿，晚上去医院摘除蜱虫的场景
仍历历在目。”驻村工作队队员张
琪卷起裤腿，被蜱虫叮咬的疤痕仍
清晰可见。

这支队伍用半年时间徒步数百
公里，在8处潜在水源中筛选出4
处优质泉眼，又通过工程优化，将
分散水源整合成两个集中供水点。
当第一股清冽的山泉水从勘探点引
出时，吴幸印捧起水就喝，并赞叹
道：“甜！山泉水真甜！”

水源找到了，新难题又来了。
张琪凭借专业知识，经过初步测
算，铺设15公里管网、建2座蓄水
池、改造1200米老旧管道，预算超

200万元。驻村工作队便开启“连
轴转”模式——白天带着设计团队
翻山越岭画管线图，晚上到村民家
开“板凳会”征求意见，第二天早上
再到桐城市水利局对接项目评审。

“自己的水网，得自己出力！”
施工前夕，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
来：向阳村的村民们自发成立了

“千人集中供水工程建设协调小
组”。挖沟渠、抬管道、砌水池，脱
贫户朱爱民等20余位村民主动参与
施工。72岁的老党员何年桂义务当
质量监督员，每天蹲守在工地上。

长效管护：让村民喝
上“放心水”

今年5月，“桐城市农村供水保
障提升工程”在黄甲镇向阳村正式
破土动工，建成后，将成为黄甲镇自
来水标准化建设的样板工程。

当 管 道 顺 着 山 势 蜿 蜒 而 下
时，53 岁的村民汪洋激动不已：

“这辈子都没想到，山泉水能接到
自家灶台上！”“等优质自来水通到
家里，我打算把院子给收拾收拾，
种些花花草草装饰一下。如果条件
允许，我准备再开个小饭馆，肯定能
吸引不少游客。”返乡村民孙加生满
怀憧憬。

在向阳村即将完工的蓄水池
旁，一块“党员责任牌”格外醒
目。村党支部书记张海燕介绍：“每
个党员包片管护500米管网，每月
巡查两次。”

除了“党员+农户”管护网，村
里还设立了“管水员”公益性岗
位，配套建设智慧化水质监测系
统。“等9月正式启用后，我们就可
以从手机 App 实时查看水量和水
质，真正实现从没水喝到喝上好水
的转变。”吴幸印向记者演示着监测
平台的数据情况。

洗衣水浇菜、淘米水喂鸡，节水
户能评“文明家庭”；偷水毁管的，不
仅要罚款，还得在村公示栏“亮亮
相”……向阳村制定的《用水公约》
更让村民称道。“有了管护机制和
《用水公约》，以后用水再也不用担
心了。”吴幸印等村民笑着说。

目前，向阳村50立方米蓄水池
和日处理能力100立方米的水质净
化设备正在建设和安装中，银色的
管网如毛细血管般延伸至 20 个村
民组。洪方华在驻村日记 里写
道：“当山泉水流进百姓灶台，乡
村振兴就有了最温暖的注脚。”

这场“水脉重生”之战，不仅
能让1000多名向阳村村民喝上“放
心水”，更探索出“寻水——建网
——管护”的山区供水模式。当

“生命水脉”真正连通民生与发
展，这座深山里的村庄，将沿着

“水润之路”绘就更鲜活的乡村振
兴图景。

驻村更“助村” 活水润山乡
——桐城市黄甲镇向阳村引泉入户破解村民用水难题

全媒体记者 许娟 通讯员 胡刚

本报讯 为凝聚乡村振兴发展
合力，近年来，宜秀区罗岭镇花元村
坚持将服务触角延伸到人民群众家
门口，把“板凳会”开到村民组农家小
院，以群众会议“小切口”撬动乡村振
兴大发展。

近日，一场“板凳会”在花元村一
户村民的院子里举行。村民严良率先
提出该村农田的“痛点”：“村组南边几
块田的排水沟一遇大雨就堵，农田排
水受到影响。”村干部当场记录并承诺
次日进行排查。类似的问题，花元村
已通过“板凳会”成功解决多起。

“板凳会”上，大家对残疾村民李
大婶的低保申请进行民主评议。评
议过程中，参会人员秉持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各抒己见，充分探讨李
大婶是否符合低保申请条件。经过
全面且细致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
李大婶的情况符合规定，于是严格
按照既定流程，有条不紊地为她启
动低保申请程序。

“今年油菜籽大丰收，我们怎样
拓宽销路？”今年花元村收获油菜籽

约 9000斤，但如何进一步打开销路
却成了问题。于是，村干部在“板凳
会”上抛出这一问题。有村民建议对
接电商平台，也有人提议联系景区礼
品专柜，这些带着“露珠”的建议均被
纳入该村产业发展的规划。为此，花
元村还积极对接邮政乡村振兴平台，
将当地原榨原味的菜籽油通过电商
平台售往全国各地。

从“会议室”到“农家院”，“板凳
会”的背后是花元村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的深耕。该村党员带头参与矛盾
调解，成立“十人团”化解纠纷；“法官
工作室”入驻该村，“巡回法庭”以案
释法。“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初心，
要让乡亲们的声音在家门口被听见、
有回应。”罗岭镇人大代表、花元村党
委书记严辉说道。

暮色渐沉，小院灯火亮起，板凳
上的人们仍意犹未尽。一杯茶、几条
凳，田埂上的闲谈与屋檐下的讨论，
正将“田间建议”汇成花元村振兴路
上的坚实足印。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雷成建）

“板凳会”上话民生谋发展
本报讯 春有桃花斗芬芳，夏

有鲜果竞飘香。眼下，宿松县洲头
乡的桃子迎来成熟上市期，一个个
粉红饱满的桃子挂满枝头，伴随
着甜蜜的果香，当地务工村民和
游客们穿梭在葱茏的桃林里，尽
情地感受着采摘带来的乐趣与喜
悦，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

6月4日，洲头乡泗洲村志发
生态产业园里，只见60余亩桃林
连绵成片，规整地分布在同马大堤
脚下。绿叶掩映下，红彤彤的桃
子在微风轻抚中若隐若现，果园
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香甜气息。
务工村民们忙碌地穿梭其间，手
法娴熟地将成熟的鲜桃采摘装
筐，再经过分拣、包装，随后运
往周边市场批发销售，或依托网
络平台销往全国各地，他们的脸上
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产业园负责人史王根介绍：
“我们桃园栽有水蜜桃、黄桃、油
桃、蟠桃、枣桃、黄金蜜、冬桃等10
多个品种的桃树，今年是第四年挂

果，已经进入丰产期。目前成熟采
摘的有水蜜桃、油桃、黄桃、蟠桃，
这些桃子5月下旬起陆续上市，销
售期将一直延续到9月底。由于
我们的桃子色泽鲜亮、口感甜脆、
清香扑鼻，非常受消费者青睐，每
天都会有回头客来购买，工人们经
常是每天清晨就开始忙碌。”

在洲头乡下夹村欣兴家庭农
场的生态桃园，令人垂涎欲滴的桃
子同样缀满枝头，前来采摘桃子的
游客络绎不绝。这个桃园建在两
公里长的堤坝两边，像两道绿色的
长廊，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与堤
坝下面的成片稻田构成一幅绚丽
多彩的田园画卷。在这里，果树种
植、稻虾种养等产业基地错落有
致，显得井井有条，土地资源得到
了充分利用。由于光照充分、通风
良好，这里的桃子味道好、甜度
高。桃树下，不少游客穿梭其中，
一边采摘一边品尝，尽情感受乡间
田园风光，享受采摘乐趣。

“采摘园是向阳的坡地，光照

充分，这里的油桃个大饱满、色彩
鲜艳、脆甜可口，我每年都带些朋
友过来采摘、游玩。”家住洲头乡集
镇的游客刘女士笑着说道。

据悉，为了提高桃树种植水
平，大力发展“甜蜜产业”，洲头乡
林技、农技人员结合“摇钱树”工
程，从规划布局、品种选择、技术服
务等多方面对林果产业进行帮扶，
引导果农采用绿色无公害的种植
方式，保证桃子的品味和质量。

近年来，洲头乡充分利用当地
自然资源，因地制宜在乡村“四旁”
（堤旁、路旁、宅旁、村旁）空地和闲
置坡地发展经果林，打造生态宜居
的和美乡村，不仅美化了乡村环
境，还促进了经济发展。截至目
前，全乡共栽植各类品种桃树2万
余棵，其中70%已经进入挂果期，
形成了集观赏、采摘、销售于一体
的产业链，有效拓宽了群众增收渠
道，助力乡村振兴。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
员 余宜胜）

桃香满园助振兴

6 月 9 日清晨，在桐城市黄甲镇向阳村新
建蓄水池工地上，56岁的脱贫户朱爱民边搅拌
水泥边开心地说道：“等蓄水池建好了，山泉水
被引进村里，我们村民再也不用为用水犯愁
了。”这样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在向阳村供水
工程的施工现场随处可见，工人们分工明确、
各司其职，有的搬运材料，有的搅拌水泥，有的
砌墙，大家齐心协力地忙碌着。

去年旱季，向阳村1000多名村民陷入“守着
青山没水喝”的困境，自去年第9批驻村工作队
进驻以来，这个小山村正经历着从“望水兴叹”
到“水润民生”的转变。

“

本报讯 为落实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
察公益诉讼职能，6月5日，岳西县人民检察
院依法对陈某某非法狩猎案提起公诉，同步
对其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依法起诉。

经审查认定，陈某某作为岳西县狩猎队
成员，明知在禁猎期内严禁使用禁用工具进
行狩猎，仍然通过网络购买禁用工具复合弩
及弓箭，猎捕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小麂（俗称

“野山羊”）和华南兔予以售卖。陈某某非法猎
捕“三有”保护动物的行为不仅直接造成野生
动物的数量减少，还破坏了森林生物系统的
多样性，并可能引发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同时，陈某某作为狩猎队
队员知法犯法，其行为社会影响更恶劣。因
此，陈某某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需赔偿
因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的损
失。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法律明确
规定禁止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野生动物。
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守护好生态家园，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通讯员 胡斯琪）

岳西县检察院：

严厉打击非法猎捕贩卖野生动物

6月9日，在桐城市黄甲镇向阳村，驻村工作队正在协助指导施工队进
行自来水管网铺设作业。 全媒体记者 许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