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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 击击 DIANJI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稳就业、稳企业、
稳市场、稳预期部署要求，宣传贯彻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连日来，宿松
县人民法院深入开展“访企入村”专题行动。

宿松县人民法院院长一行深入企业生产
车间一线，察看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与企业负
责人一对一交流，详细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征
求企业意见建议，同时讲解惠企政策，宣传法
律法规和有关政策。在宿松县洲头乡泗洲
村，该院院长一行详细了解了该村的集体经
济、产业发展、民风民俗、纠纷化解等情况，深
入村民家中与村民交谈，询问生活情况，解说
助农惠农政策，收集意见建议。走访中，该院
收集意见建议2条，现场解答企业法律问题3
条。宿松县人民法院立足司法职能，坚持开
门教育，将学习教育与审判执行工作深度融
合，通过开展集中专项执行行动、“板凳会”
上讲法律、人民调解员巡回培训等活动形
式，切实把学习教育实效转化为人民群众可
感可知的实惠。 （通讯员 任建）

宿松县法院：

访企入村助发展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辖区妇女儿童及
家庭的安全意识，提升应急自救能力，筑牢家
庭安全防线，6月 16日，宿松县华亭镇以安全
宣传咨询日为契机，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
织妇联、应急办、派出所等部门，在镇内集中
开展安全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入户宣传、张贴
标语、应急广播、微信等多形式、多角度的宣
传，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华亭镇组织志愿者小分队 10 支共 60 余
人，走村入户发放“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查找身边安全隐患”宣传折页600余份，走
访留守儿童、独居老人家庭、服装厂、商超等重
点区域，帮助检查电器线路、煤气阀门等，张贴

“安全提示贴”。同时，通过微信群、朋友圈、
抖音视频号等方式转发防溺水动画、交通安
全小知识、反家暴维权热线等内容，扩大宣传覆
盖面。下一步，华亭镇将持续深化“平安家庭”
建设，常态化开展安全知识培训、安全防护小
技巧宣传、安全隐患排查等活动，为广大人
民群众筑牢安全基石。 （通讯员 邓顶峰）

华亭镇：

推进“平安家庭”建设

采销两旺，供给夏日餐桌

6月16日上午，在宜秀区白泽湖
乡先锋村的一处湖面，只见一片片
小伞似的荷叶挤满了整个湖面，呈
现着“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景象，空
气中弥漫着荷叶的清香。在这满目
青翠中，几位村民正在水中劳作，采
着新鲜白嫩的藕心菜，供给着千家
万户的夏日餐桌。先锋村大屋组莲
藕种植户方荣辉也在其中，只见他
戴着斗笠、穿着防水裤，在过腰深的
水中缓缓前行，身后拖着一个盆，盆
中放着刚刚采摘的藕心菜。

方荣辉在本乡及邻乡种植莲藕
近百亩，对于已有20余年种植经验
的他来说，什么时间做什么事，他
了然于心。“这个时候藕心菜好卖，
每年我要从 5 月采到 9 月，像这种
独头的，批发市场一斤能卖到 10
元，开叉的价格低一点。”方荣辉
说，“我每天早上天不亮就来采，采
到上午 11 点，能采五六十斤，另外
还收购一些，家里请了人来清洗，
下午再一起送到本地批发市场，一
天大概卖五六百斤。”

先锋村包含泗菱湖及破罡湖

部分水域，是白泽湖乡莲藕种植
面积最大的村，现有种植面积约
1700亩，种植户约50户。4月底到
6月底采藕心菜，7月初到8月底采
花心藕，9 月初到来年农历正月采
成藕，入春后补藕苗……这是当
地莲藕种植户年年周而复始的劳
作安排。

先锋村党总支书记张启扎介
绍，先锋村拥有丰富的水域资源，目
前超过80%的水域种了莲藕，其他
水域用来养鱼、珍珠，以及种水
稻。该村种植莲藕历史悠久，均为
天然种植，从 2005 年左右开始扩
大种植面积，逐步达到目前的规
模，带动就业上百人。

2018 年 5 月，“白泽湖莲藕”获
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莲藕产
业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近年
来，白泽湖乡下大力气做活“水文
章”，充分发挥“白泽湖莲藕”国家
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效益，积极引
导农户发展莲藕种植产业，目前全
乡莲藕种植面积已达 5300亩。同
时，该乡在莲藕品种更新、系列产
品研发及生产上下功夫，提高附加
值，着力打造莲藕产业链。除莲藕
外，该乡还因地制宜发展芡实、荸

荠、茨菇、水雍菜、蒲菜等水生蔬菜
种植，充分利用生态自然资源和地
理环境优势，打造“一村一品”。

据了解，白泽湖乡还将坚持走
“绿色农业、创新农业”发展道路，加
快推进农业产业化“一万六千”工程
建设，即大力发展万亩蔬菜、千亩大
棚果蔬、千亩莲藕、千亩花卉苗木、
千亩猕猴桃、千亩中草药、千亩经果
林等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延链升级，农旅融合发展

在白泽湖乡独秀社区，作为
2025 年支部书记领办事项而发展
的约 47 亩新品种莲藕，此时也迎
来了藕心菜的采收期。

今年 43 岁的汪保东是独秀社
区入党积极分子，今年在社区党支
部书记的鼓励下，承包了一片水域，
并从湖北省引入“武植二号”莲藕新

品种种植。汪保东介绍，这种莲藕
和家乡的常规品种莲藕从水面上看
区别不大，但是它的藕形更好看，更
长更粗壮，产量也就更高。现在水
面天天安排2人采收藕心菜，一天
能采 100 余斤，清洗整理后，下午
送到批发市场，平均每斤能卖 12
元，前阵子每斤最高卖到25元，新
品种加上家乡的自然水资源生长
环境优势，经济效益相当可观。

位于白泽湖乡龙华村的安徽省
汇农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目前
泡藕带（藕心菜）、藕片等莲藕相关
产品加工已经开始，在机器运行声
中，一包包成品从传送带运出来，随
即被工人打包装箱。该公司走“公
司+农户+基地”的产业化之路，与农
户紧密合作，每年莲藕产品集中采
收上市时，就开始大量收购当地莲
藕进行加工，每年收购藕心菜100余
吨、成藕200余吨。

汇农公司总经理高杨介绍，他
们正是看中了龙华村丰富的莲藕资
源，几年前经招商引资落户这里。
泡藕带要加工到8月，藕片要加工
到来年正月，经过这一加工，产值就
提升了4倍，这两项每年就能创造
产值 500 万元，产品主要销往外
省。该公司直接带动了7人就业，
每年为村集体增收14万元。

白泽湖乡芭茅村莲藕种植户王
小军，种植莲藕超过500亩，年产成
藕及花心藕200万斤、藕心菜10余
万斤。2022年，为提高莲藕产业综
合效益，他投资20万元建设了一个
藕粉加工厂，当年建设当年加工，
年均加工藕粉 1 万斤。王小军说，
平均十二三斤藕能加工 1 斤藕粉，
加工1斤藕粉，去掉人工等成本，每
斤可以多赚几元。

与此同时，莲藕产业也成为白
泽湖乡加快推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发展，打造“农业+旅游”农旅融合
新业态的重要载体，带动着群众增
收致富，有力助推着乡村振兴。

每到荷花盛开时节，芭茅村
“荷塘月色”这一“打卡地”以其独
特的“网红”气质，吸引了一批又一
批游人，以“白泽湖莲藕”、芭茅黄
桃等为媒的乡村旅游近年来悄悄
崭露锋芒。

白泽湖乡坚持把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发展作为现代农业发展新的
增长极，立足产业特色优势，贯彻
新发展理念，在美丽乡村建设、农
旅产业融合发展等方面积极探索、
大胆创新，塑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休
闲农业旅游品牌。同时，持续加大
精准宣传营销力度，利用微信公众
号等新媒体平台，探索建立“互联
网+乡村旅游”的营销方式，白泽
湖乡“农业+旅游”农旅融合新业态
闯出了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水乡“莲”通振兴路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刘忆萍

本报讯 近年来，望江县赛口
镇以“六尺巷工作法”为核心引擎，
紧扣“红色引领、绿色发展、金色服
务”三色主线，创新“党建+生态+民
生”治理模式，推动基层治理从“单
一管理”向“多元共治”蝶变，走出
一条具有水乡特色的善治之路。

红色领航，织密治理“一张
网”。赛口镇以党建为引领，“镇党
委——村（社区）党组织——网格
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组织
体系，将全镇划分为72个基础网
格，配备147名网格员，实现“人在
格中走、事在网中办”。该镇创新

“党建+信访”工作机制，设立“领导
接待日”，每周由镇分管领导牵头
坐班接访，联动派出所、司法所等
职能部门组建“红色调解队”，构
建“小事不出格、大事不出村”
的矛盾纠纷闭环处置机制。今年
以来，该镇累计调处土地流转、
邻里纠纷等民生事项69起，调解
成功率达96%，有效将矛盾隐患
吸附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组织

保障和实践样本。
绿色赋能，激活生态“一盘

棋”。赛口镇以“清洁望江”行动为
抓手，创新融入“六尺巷工作法”，
构建全域谦和共治的生态治理“一
盘棋”格局。该镇聚焦“三清三
整”，统筹整合党员干部、志愿者及
群众力量，清理河道垃圾10余吨，
整治乱堆乱放点位150余处，拆除
违规搭建32处，在“德治教化+自
治强基”双轮驱动下，既扮靓了“外
在颜值”，更厚植了“内在气质”。
此外，该镇依托本地湿地资源优
势，打造“湿地观光带”“荷塘经济
圈”，引导村民发展生态采摘、民宿
旅游等产业，2024年村集体增收
超40万元，推动生态治理效能向
产业增值效益转化，实现生态“含
绿量”与经济“含金量”同步提升，
为乡村振兴注入绿色动能。

金色服务，温暖民生“一颗
心”。赛口镇聚焦“一老一小”等重
点群体，打造“金色港湾”服务品
牌。镇域内建成2所养老服务中
心，遵循“政企合作、社会运营、专

业管理”模式，以社会化养老为导
向，通过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
专业化服务机制，提供日间照料、
康复护理等集成化服务，覆盖全镇
100余名留守老人。针对留守儿童
保障问题，该镇为716名留守儿童
逐一建立精细化档案，实施“一对
一”结对帮扶机制，制定个性化帮
扶方案。各村设立“儿童之家”，
招募志愿者开展课业辅导、兴趣
培养等服务，年均服务儿童 150
余人次。同时，联合镇关工委推
进“春蕾计划”，通过调查摸底、
社会募集等方式，为17名困境儿
童筹集助学金4万元，织密民生
保障服务网络。

“红色”引领激发治理活力，
“绿色”生态厚植发展底色，“金色”
服务温暖百姓心田。下一步，赛口
镇将持续深化“六尺巷工作法”，在

“三色融合”中探索更多可复制、可
推广的基层治理经验，让和美之花
在水乡大地绚丽绽放。

（通讯员 蔡晨晨 全媒体记
者 汪秀兵）

“三色融合”绘就基层善治新图景

位于破罡湖畔的宜秀区白泽湖乡，是国家

地理标志农产品“白泽湖莲藕”的原产地。近

年来，白泽湖乡立足良好的生态自然资源和地

理环境优势，充分发挥品牌效益，大力发展特

色生态莲藕产业，有效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同时，该乡深度开发延伸莲藕产业链，建设莲

藕相关产品加工厂，初步形成了种植、加工、销

售、观赏一体化生产链，实现了产业融合发展，

正在加快构建特色产业助推乡村振兴新格局。
“

本报讯 近日，全省“万企兴万村”行动
推进会表彰了 2024 年度安徽省“万企兴万
村”行动优秀案例，桐城市大关商会“发展富
民产业项目”荣获表彰。

2024年以来，全省广大民营企业积极参与
“万企兴万村”行动，涌现出一大批特色鲜明、
带动力强、农民认可度高的民营企业助力乡村
振兴优秀案例。评选过程中，各市行动领导小
组和省行动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择优推荐，
初筛评选后经省行动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会同
专家评议、安徽省“万企兴万村”行动领导小
组会议审议，并向社会公示，遴选出100家单
位予以表彰，桐城市大关商会名列10个机构类
（商协会）之一。下一步，大关商会将继续聚焦
“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团结引导会员企业
守法善经营、先富促共富，更加积极地投身到

“万企兴万村”行动中去，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通讯员 谢铖）

桐城市大关商会获评

省“万企兴万村”行动优秀案例

近日，在宜秀区白泽湖乡一处水域，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正在采收藕心菜。
通讯员 江金志 摄

6月16日，大观经开区联合区消防救援局深入辖区化工企业组织开展以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为主题的安全宣传咨询日
活动。本次活动还组织开展了扑灭初期火灾专项应急演练，检验和提升了企
业消防救援处置能力。 全媒体记者 江胜 通讯员 李劢 摄

绷紧“安全弦”共筑“防火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