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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夏日清晨，薄雾轻笼着
桐城市吕亭镇金河村的乡间小路。一
支由银发志愿者组成的巡查队伍已结
伴而行，他们肩负着守护空巢老人、
独居老人居家安全的重任，用脚步丈
量着乡村的温情。

这项名为“早安守护”的暖心行
动，发轫于4年前南圩组和北圩组村
民的互助实践。鉴于老年人普遍在清
晨5至6时起床活动的生活规律，两
组老年村民在晨间散步时养成了留意
邻里家门开启情况的习惯，并约定：
若家门超过早上7时30分仍未开启，

即上前敲门探视。这一源自乡村熟人
社会的朴素互助机制，如今在村党总
支的统筹推广下，已覆盖 6 个村民
组，成为守护群众安全的重要屏障，
赢得广泛赞誉。

72岁的吴海生是行动的首批发起
者之一。作为老党员、老村干部兼退
役军人，他最初只是出于对老友健康
的关切，后来关注对象逐渐扩展到空
巢老人和孤寡老人。他回忆起两年前
的一次紧急救助：当日7时30分，张
奶奶家门紧闭，敲门无人回应，电话
也无人接听。他打电话找来村两委干

部，众人破门后发现老人已晕倒在
地，经紧急送医才转危为安。如今，
即便已迁居安置小区，吴海生仍坚持
每日清晨步行至南圩组和北圩组，查
看剩余18户老年住户的安全状况。

今年初，村两委在入户走访中发
现这一“群众自治+邻里互助”的微创
新模式，经研究决定在全村推广。目
前，6个村民组已常态开展此项行动，
多由老党员、老村民组长等热心村民
牵头。为提升行动实效，村里整合多
方资源，构建起“老人查访——问题发
现——村两委响应——紧急救助——

结对帮扶”的完整服务闭环，形成“前
端预防——中端响应——末端帮扶”
的链条式助老体系，为留守老人安全
提供了制度化保障。

在老龄化日益凸显的当下，金河
村的“早安守护”行动既是基层治理
的创新实践，也为乡村养老注入了

“银发力量”。这群古稀之年的志愿者
们，用每日的敲门问候，敲开了邻里
温情，更敲出了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
治理新图景。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
员 陈炜彤）

“早安守护”带来满满的关怀

金河村里，7:30的敲门约定

本报讯 6月 13日，走进桐城市
青草镇永庆村，网格状的田野与林地
如绿绸般在丘陵间铺陈，白墙黛瓦的
民居点缀其间，联合收割机的轰鸣惊
起一行鸥鹭——这幅动静相宜的田园
画卷里，藏着一个村庄十年 “逆
袭”的奋斗密码。

谁能想到，这个连续七年村集体
收入超百万的 “明星村”，曾是个负
债累累的穷村子。“十年前，村里连条
像样的路都没有，村民自嘲‘晴天吃
土、雨天啃泥’。” 村党总支书记葛国

柱的回忆，揭开了蜕变的序章。如今，
50公里水泥路连通26个村民组，300
余盏太阳能路灯照亮夜归人脚下的
路，党群服务中心、小型水库、高标准
农田等设施一应俱全。更令人惊叹的
是，村里竟拿出数百万元资金复垦荒
地，且在清还30万元债务后，还结余数
百万元资金——这一切，源于永庆人

“在山水里找效益”的智慧。
“我们的家底子是8000亩水田、山

场，但光守着不行，得让资源活起
来。”葛国柱望着漫山遍野的油茶树感

慨。永庆村盘活山水资源，引来香山
园林等4家省级龙头企业，将昔日荒山
变成“绿色银行”。油茶、薄壳山核桃
林随山势起伏，套种的桂花、紫薇等苗
木，固土又生金；能人引进的中草药种
植基地、名人牵线的帮扶项目，更让
产业链不断延伸。

在相公岭村民组，成片的红叶李
经济林构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不
远处，千亩麦田中，联合收割机正

“吞吐”着金色的麦浪，秸秆还田机
紧随其后。葛国柱表示：“我们发展

产业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生态
账。”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
念，永庆村先后荣获省级卫生村、林
业改革示范村等多项荣誉称号。

从“守着山水受穷”到“经营山
水致富”，永庆村用十年时间书写
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
实践，让产业兴的底气、乡村美的底
色、百姓富的成色，在希望的田野上
交织成新时代的振兴图景。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
员 王燕）

在山水里找效益 负债村变成富裕村

6月13日，桐城市金神镇的蔬菜大
棚色泽鲜嫩的茄子、黄瓜、西红柿等
挂满枝头，长势喜人，农户们穿梭其
间采摘，一番忙碌的丰收场景。

近年来，金神镇积极推动农业转
型升级，大力发展集约化、标准化、
现代化的蔬菜种植产业。目前，全镇
共有蔬菜大棚 185 座，占地 150 余亩。
通过发展蔬菜产业，实现了农产品的
丰收畅销，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钱晨 摄

大棚奏响丰收曲

本报讯 “非常感谢警察同志，
要不是你们及时出现，后果真不敢想
象……”近日，望江县凉泉乡派出所
及时救助一名溺水男子，用实际行动
守护了群众生命安全，收获当事人的
诚挚感谢和周围群众的一致点赞。

时间回溯到6月14日 15时38分，
凉泉乡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在岚杆湖
水域发现有人被困湖中。情况紧急，
民警盛军迅速反应，立即带领3名值班
同志，驾驶警车火速前往救援。

在疾驰的警车上，民警龙君争分
夺秒穿好警用救生衣。同时，与报警
人保持通话，详细了解现场情况，为救

援行动做好充分准备。到达事发地点
后，在报警人的指引下，龙君熟练地将
救生绳牢牢绑在腰间，毫不犹豫地纵
身跃入水中，朝着被困男子奋力游去。

接近被困者后，龙君发现被困男子
左手被水下的鱼钩死死勾住，剧烈的疼
痛加上长时间浸泡在水中，导致其体力
严重透支，只能勉强抓住身旁的一根竹
竿，随时都有被湖水吞没的危险。

面对复杂情况，龙君沉着冷静，
在安抚好遇险者情绪后，迅速游回岸
边，取来剪刀等工具，再次下水返回
被困者身边。由于水下光线昏暗，视
线模糊不清，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未

知的危险。龙君凭借丰富的救援经
验，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将鱼线剪断，
一点点将鱼钩从男子手中取出。与此
同时，岸边的其他民警与热心群众紧
密配合，众人齐心协力，紧紧拽住救
生绳，一寸一寸地将遇险男子往岸边
拉拽。经过一番紧张激烈的救援，男
子终于被成功救回岸边。

经事后了解，该遇险男子李先生
今年59岁，平时就是个游泳爱好者，
有着多年的游泳经验。事发当天下午
3时许，他像往常一样下水游泳，却
不料在游回岸边途中发生意外，被水
下的鱼钩勾住，幸亏当时身边有一根

竹竿，靠着竹竿一直苦苦支撑。
李先生被救上岸后，脸色苍白、

心有余悸。他紧紧握住民警的手说
道：“当时在湖中央，整个人都虚脱
了，感觉非常绝望，看到你们警察来
了才看到希望，太感谢你们了……”
在确认李先生并无大碍后，民警已将
其送回家中休息。

这起成功的救援行动，不仅展现了
凉泉乡派出所民警过硬的专业素养和
临危不乱的应变能力，更彰显了人民警
察心系群众、守护平安的使命担当，成
为群众心中最坚实的“安全屏障”。

（通讯员 李国栋）

警心暖民心 危难显担当

本报讯 连日来，宿松县高岭
乡以“开门教育”为抓手，推动作
风建设与民生服务深度融合，切实
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
及的实际成效。

高岭乡各村以入户走访、座谈
交流等方式，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
议。针对高岭中学长期污水排放不
畅问题，青云村将其纳入“一事一
议”计划，争取财政支持，实施污
水治理工程，彻底消除了卫生隐
患。交通出行方面，该乡克服道路
条件限制，启动七条共400多米断
头路修建工程，目前施工正酣，完
工后将极大改善村民出行条件。

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连日
来，高岭乡党委书记汪学红到敏强
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喜莱福木业有
限公司等企业走访，针对部分企业
反映的用工短缺问题，乡联合人社
部门组织专场招聘会，搭建企业与
求职者的对接平台，帮助企业解决

用工难题。
高岭乡通过组织村民议事会、

设立意见箱等方式，鼓励村民参与
乡村治理。针对邻里纠纷、环境整
治等问题，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作
用，引导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
务。同时，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
高村民法治意识，营造了和谐稳定
的乡村环境。

高岭乡畅通民意反馈渠道，广
泛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医疗资源不
足问题，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加大
医疗设施投入，加强医护人员培训
和引进；在教育方面，优化资源配
置，推动教育均衡发展，改善偏远
地区学校的教学条件。同时，建立
长效机制，对已解决的问题定期回
访，防止问题反弹，切实将开门教
育打造成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不
断提升全乡群众的幸福指数。

（全 媒 体 记 者 付 玉 通 讯
员 黄禾）

以“开门教育”办好民生实事

本报讯 6月里，怀宁凉亭乡
金鸡村的大沙洲上，瓜香四溢，四
季采摘园迎来西瓜丰收季。

走进凉亭乡金鸡村大沙洲四季
采摘园，高标准温室大棚里，一个个
油亮饱满、纹路清晰的西瓜掩映在
繁茂的藤叶之下，长势喜人。瓜农
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成熟的西瓜。

凉亭乡金鸡村党总支书记陈鹏
告诉记者：“今年我们是第一次种
西瓜，亩产大概在5000斤，今年我
们种的是麒麟瓜，大的有20斤，小
的10斤左右。”

在西瓜成熟季，这个采摘园主
打“现场采摘+订单直供”双渠道
销售模式。慕名而来的游客不仅能
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还能品尝到
新鲜的瓜果。同时，大批量西瓜也
通过订单，高效配送至本地商超和

周边城市市场，销路畅通。这也带
动了周边群众前来务工。

据陈鹏介绍，在采摘园长期做
务工的有15个人，多的时候、忙的
时候大概在20个人，给他们带来一
定的收入。村集体这一季大概的收
入在10万块钱左右。

陈鹏表示：“目前一期种植30
个大棚的西瓜，成效还可以。二期
在火热的建设中，等二期建好之
后，我们就有80亩的大棚，为了发
挥更大的效益。我们不仅种植西
瓜、瓜果类，我们还种植反季节蔬
菜，让大沙洲产出最大的效益。
2024 年我们村集体收入有 70 万，
现在大沙洲在建四季采摘园，我们
的目标就是在今年突破100万元。”

（通讯员 汪雯君 全媒体记
者 付玉）

大棚西瓜喜丰收

本报讯 桐城市大关镇把拆违
攻坚作为扮靓村镇颜值、提升民生
福祉的关键一招。通过创新宣传矩
阵、革新治理模式、凝聚全域合力，
在拆违赛道上跑出加速度，绘就乡
村蝶变新图景。

织 网 筑 垒 ，构 建 攻 坚“ 指 挥
舱”。大关镇将全域划分为9大责任
区，镇领导班子挂帅“首席攻坚官”，
15位村点长变身“前沿指挥官”，110
名村两委成员化身“网格管家”，联
动261名市直干部、109名镇干部，对
1245户重点农户实施“精准包保”。

多 维 赋 能 ，点 燃 共 识“ 助 推
器”。该镇干部进街巷、进农户、进
商铺，讲法规政策、讲整治效益、讲
发展蓝图，让政策宣讲“声”入人
心。280余场村民小组会覆盖6000
余人，1 万余份倡议书传递拆违决
心；2支“宜居桐城”主题短视频刷屏

“云端”，3万+播放量、800+转发量掀
起关注热潮。小关村党员章龙生带
头拆除45平方米钢构棚，化身“活招

牌”带动6家商户主动响应；台庄村
党员朱江生用“亲情账本”算清“安
全账、经济账、健康账”，推动4户村
民携手拆除4710平方米废弃棚舍，
实现群众从“被动配合”到“主动参
与”的华丽转身。

全 域 联 动 ，打 造 攻 坚“ 共 同
体”。大关镇推动“党员攻坚队”冲
锋一线，带动村民自发拆除10余间
破旧房屋。同时，15 支由村民组
长、乡贤能人组成的“先锋战队”
集结出征，发动3000余人次群众参
与，筹集资金52.4万元。小关村探
索“设计众筹+资金共筹+建设共
为”新模式，在大关初中沿线等路
段，完成100余户、4000余平方米
彩钢瓦拆除及徽派雨棚改造工程。
截至6月中旬，该镇累计拆除64个
闲置畜禽棚，复垦耕地100亩，清拆
141处无功能建筑约7000平方米，让
乡村“旧貌”焕“新颜”。

（通讯员 方丽娟 全媒体记
者 许娟）

拆违“三新策”激活宜居新引擎

本报讯 当前正值防汛关键
期，望江县长岭镇坚持“预”字当
先、“防”字为要，多措并举落实
防汛各项措施，全力筑牢防汛减灾

“安全堤坝”。
长岭镇成立防汛抗旱指挥部，

制定详细的防汛责任清单，落实镇、
村、组三级防汛责任制，确保责任到
人、措施到位。该镇严格按照“雨前
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检查”要求，组
织力量对全镇范围内的河道、堤防、
水库、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等进行
拉网式排查，对发现的隐患点逐一
登记造册，制定整改方案，限时完成
整改，并加强对在建工程、低洼地
带、危房等重点部位监控。

为保障应急需求，长岭镇提前储

备了充足的防汛物资，并建立动态管
理机制，确保物资数量充足、质量可
靠。同时，组建了防汛应急抢险队
伍，加强培训和演练，提升实战能力。

该镇通过举办培训班、发放宣
传资料、张贴标语等多种形式，广
泛宣传防汛知识和避险自救技能，
提高广大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能
力。该镇还加强与上级防汛部门、
周边乡镇及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
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协同应对的工
作机制。在全镇上下的共同努力
下，长岭镇防汛备汛工作扎实推
进，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为安全度
汛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讯员 檀春红 全媒体记
者 罗少坤）

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本报讯 近日，望江县长岭镇赤
湖村武昌湖畔的一片山岗地上，洁白
无瑕的栀子花灼灼盛开，微风拂过，
馥郁的香气扑鼻而来，令人心旷神
怡，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也为
当地村民带来增收致富的希望。

栀子花为常 绿 灌 木 ， 枝 叶 繁
茂，叶色四季常绿，花芳香，不仅
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还具有丰富
的经济价值，花、果实、叶和根可
入药。同时，栀子花也是一道可口
的美食，既可采摘鲜花烹炒，也可
晒制成干栀子花与新鲜韭菜配炒，
色香味俱全。

据了解，这片栀子花基地是由赤
湖村村民叶文华建设。几年前，叶文
华创办了叶文美家庭农场，并开始流
转村里的 150 亩山岗地种植栀子花，
首批种植4万多株，今年又是一个丰
产年，预计每亩栀子花产出果实约
2000 斤，平均亩产值 3000 元左右，
预计可采摘干果30万斤以上，全部作
为中药材对外销售。

从种植、采摘到加工、销售，栀
子花产业的每一个环节都为当地村
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在采摘季，基
地每天都会请大量村民进行采摘工
作，现摘现称，让村民们能够及时

拿到报酬。据了解，基地每年支付
给务工村民的工资达 6 万余元，带
动了周边 10 余名村民务工，人均增
收5000元以上。

此外，基地还与多家企业签订了
购销合同，确保栀子产品能够及时销
售，为产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市场保
障。随着市场对栀子花、栀子果产品
需求的不断增加，基地的年产值也逐
年攀升，预计今年纯产值将达到30万
元以上，为村集体经济带来增收5万
元以上。如今，栀子花种植产业已成
为当地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不仅让
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也让村庄环境

美了起来。
“下一步，基地计划进一步完善

产业链，发展深加工产业，开发更多
高附加值的产品，让栀子花产业在带
动村民增收致富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更稳。”叶文华说。

近年来，长岭镇农文旅产业融合
蓬勃发展，呈现强劲增长态势，镇域
内四季有花有果，姹紫嫣红的花色和
鲜甜可口的水果吸引了四方游客前来
观花品果，这150亩盛开的栀子花也
成为当地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通讯员 檀春红 全媒体记
者 罗少坤）

武昌湖畔栀子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