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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阵子雨水多，辣椒根系最怕涝，
得赶紧把排水沟再清一遍！”6月27日，
望江县凉泉乡太阳山脚下的辣椒田里，
青年干部苏洋洋猫着腰，手把手给农户
演示培土护根技巧。这场接地气的“太
阳山讲堂”实景教学，让党员胡友霞直呼
解渴：“农技专家蹲田埂，难题当场就解
决，咱种地更有底气了！”

这样沾满泥土味的党建场景，正是
望江县激活基层治理“神经末梢”的缩
影。近年来，该县紧扣“党建引领乡村
振兴”主线，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
能，通过铸魂提能、选贤任能、强基固本
组合拳，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红色动
能”。

铸魂赋能 拧紧思想“总开关”

“岗位风险排查要见人见事，问题
查摆务必真、实、准。”在望江县委组织
部机关支部学习会上，科室负责人对照
《普通党员学习教育对照查摆重点问
题》清单深刻剖析。如今，这种刀刃向

内的组织生活，已成为全县党员教育的
常态课。

该县构建“集中培训+日常学习+线
上教育”立体教育网，以县委党校为轴
心，整合老年大学、乡镇党校等资源，实
现 3.1 万名党员教育全覆盖。今年以
来，已举办主体培训班4期、农村党员
冬训春训13期，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开展专题宣讲101场，1.2万余
名党员群众现场聆听。

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征程中，望
江县将作风建设作为重要抓手。县委
常委会充分发挥头雁效应，带头召开8
次专题学习会，举办4期读书班，形成
强大示范带动作用，推动75个参学单
位、1316个基层党组织常态化开展“学
查改”闭环整改。

在非公企业，“岗前十分钟微课堂”
让党员利用碎片化时间见缝插针充电；
针对流动党员，通过“云端课堂”实现跨
越时空的连线学习；对于行动不便的老
党员，志愿者送学上门，将理论知识化作

“及时雨”传递到他们家中。

选贤任能 锻造振兴“先锋队”

“驻村怎么干？就看谁能把产业带起
来！”在雷池镇“沿江片第一书记擂台比武”现
场，23名驻村书记亮成绩、比思路，晒出帮扶
村的“发展答卷”。通过搭建多元竞技平台，
望江县让干部队伍活力奔涌。

近三年来，该县严把党员发展“政
治关”，累计发展党员882名，重点向产
业工人、青年农民倾斜。在全国主要务
工聚集地建立25个流动党组织，3884
名流动党员找到“娘家”。191名第九批
选派干部扎根重点村，争取项目130余
个、落实帮扶资金2000多万元，13名表
现突出的第八批选派干部获提拔重用。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望江县聚焦村支书队伍建设，深入实施

“头雁工程”成效显著。3名优秀村支书
通过“乡编村用”进入事业单位，4人跻身
乡镇领导班子，4人获评省市级“乡村振
兴好支书”。同时，全县积极储备人才梯
队，320名村后备书记人选蓄势待发，为

基层治理注入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

强基固本 筑牢发展“硬堡垒”

“集体经济搞上去，民心才能聚起
来。”高士镇箭坝村党总支书记檀结琴
带领村民蹚出致富路，村集体经济从亏
损到2024年突破159万元，获评市级集
体经济发展典型案例。这是望江强基
固本的生动注脚。

针对5个软弱涣散村党组织，该县实
行“一村一策”整顿机制，制定26项整改
措施，通过挂号销号、定期督查，让后进
村班子凝聚力显著增强。2024年，望江
全县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1.29亿元，同比
增长18.79%，50万元以上强村达115个。

在基层治理中，“大屋场党支部”搭
起“党群说事”平台，“1+4+N”矛盾排查
机制结合“三孝调解法”，今年已化解矛
盾纠纷 189件。云珠国际小区创建全
省“皖美红色物业”示范小区，勾勒出组
织引领、多元共治的基层治理新图景。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张晨先 王丹

把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动力

乡村红色力量在田野绽放

本报讯 6 月 25 日，望江县高
士镇焦赛村近水楼台家庭农场的
黄桃园，红黄的果实密密匝匝缀
满枝头，饱满丰润的形态在绿叶
间呼之欲出，清新甜蜜的果香弥
漫空气，引得往来游客纷纷伸手
采摘。

黄桃园位于焦赛湖边的向阳坡
地，日照充足，水土温润，为桃树生
长孕育了天然温床。自然禀赋之外，
农人精心呵护更是成就了焦赛黄桃的
金字招牌——果形优美、糖分丰盈、
风味浓郁，每一口都凝结着土地与汗
水的回响。来自县城龙湖水果市场的

批发商何二妹对此深有感触：“都说焦
赛黄桃好，我专程来果园批发，每次
运回城里，转眼就被顾客抢购一空。”
市场认可如此热烈，这金黄果实不仅
甜在舌尖，更成为照亮乡村未来的希
望之果。

农场主人曹满元，一位心系桑梓
的返乡能人，是这片果园从无到有的
缔造者。2018年，他带着对家乡的深
情与实干精神，在焦赛村流转了六十
余亩沉睡的土地和 100 亩养殖水面，
打造集果蔬采摘、休闲垂钓与农家体
验于一身的综合田园。如今，园中黄
桃、桑葚、李子、无花果等累累硕

果，仅果园年产值已突破三十万元。
曹满元望着今夏挂满枝头的黄桃，言
语间满是欣喜：“今年风调雨顺，加
上我们除草、施肥、剪枝、疏果处处
精细管理，三十亩黄桃的产量和品质
都胜过以往！”产业根系扎进乡土，
也延伸出共富的枝蔓——农场常年吸
纳十余名乡亲就近就业，每人年增收
约三万元，让家门口的劳作化为实实
在在的获得。

果园创新销售模式，采取“线上
预订+线下采摘”双线并行。红黄诱
人、脆甜多汁的果实，吸引着络绎不
绝的游客前来亲手采摘，节假日高峰

时日接待量逾两百人。果园里穿梭的
人影，是农旅融合在青山绿水间奏响
的生动音符。

近年来，高士镇利用得天独厚的
生态优势，以“党支部+合作社+农
户”模式，精心绘制“一村一品”特
色水果产业蓝图，让特色产业真正成
为鼓起群众“钱袋子”的源头活水。
同时，积极谋划农文旅融合新路径，
大力发展农业观光游，越来越多的游
客循着果香而来，体验田园之乐——
产业兴旺的脉搏与群众增收的笑颜，
在望江的田野上同频共振。

（通讯员 张巅 何应松）

特色产业“鼓起”村民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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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瑕的栀子花盛开，微风拂过，馥郁
的香气扑鼻而来，令人心旷神怡，吸
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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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朵芳香，不仅具有
极高的观赏价值，还具有丰富的经济
价值，其花、果实、叶和根皆可入
药，有泻火除烦、清热利尿等功效；
同时，栀子花还是一道可口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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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片栀子花园由长岭镇赤湖村村

民叶文华创办，2015年叶文华流转村
里 150亩山岗地种植栀子花，首批种
植 4 万多株，2025 年是第 10 个丰产
年，预计每亩栀子花产出果实 2000
斤，平均亩产值 3000 元，可采摘干
果 30 万斤以上，全部作为中药材对
外销售。同时，从种植、采摘，到加
工、销售，栀子花产业的每一个环节
都为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在采摘
季，基地每天都会雇用大量村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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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给农户的劳务工资达6万余元，带
动了周边10余名村民务工，人均增收
5000元以上。

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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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纯产值30万元以上，
为村集体增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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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开引客来 致富添渠道

本报讯 近年来，望江县财
政局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强
化资金保障，扎实推进农业保险
工作，为农业发展筑牢坚实的风
险保障网。

该县不断强化中央政策性农
业保险风险保障。截至 6 月中
旬，望江县午季作物（油菜、小
麦） 承保 72.26 万亩，能繁母猪
共承保 1165 头，育肥猪共承保
13060头，森林共承保674亩，全
县政策性农业保险为种养殖户提
供了6.11亿元风险保障，政策性

农业保险因灾共赔付支出63.7万
元。不仅有效提升了农业生产的
抗风险韧性，也充分调动了广大
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为乡村振兴
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
力。与此同时，该县同步推进地
方特色农业保险扩面提质。目前
已涵盖粮油、经作、养殖、设施
农业等特色险种，累计承保面积
超12万亩、养殖规模超323万（羽
／箱／头），为特色种养殖户提供
了1.58亿元风险保障。

（通讯员 陈文瑞）

望江：

双轮驱动农业保险提效扩面

本报讯 6 月 26 日，望江县
机关事务管理中心组织全体干部
职工，集中观看国管局举办的公
共机构节能降碳专题宣传活动及
节能公益短片，以直观生动的形
式强化绿色发展理念，提升节能
专业认知。

与此同时，该中心在宣传周
期间，积极创新开展“光盘奖励”
活动，在机关食堂设置奖励饮品
区，对践行“光盘”的干部职工给
予奖励，累计参与达200余人次，
有效减少食物浪费；着力推进节

能宣传全覆盖，在全县各级公共
机构办公区张贴150余张宣传海
报，营造浓厚节能氛围；严格督查
空调温度设置，确保夏季不低于
26℃的节能标准。

据悉，望江县政务新区“光
伏＋车棚”创新项目已启动实施，
计划7月初开工建设。下一步，望
江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将加快项
目推进，力争年底前实现并网发
电，同时持续深化节能管理，推动
干部职工践行绿色办公，助力美
丽望江建设。（通讯员 金娟娟）

望江：

践行绿色办公 助力低碳环保

本报讯 望江县漳湖镇紧扣
乡村振兴战略，以“千万工程”经
验为引领，通过环境整治塑“形”、
产业发展强“基”、文明新风铸

“魂”，探索出一条生态美、产业
兴、百姓富的和美乡村建设路径。

环境整治提“颜值”，擦亮生
态宜居底色。该镇坚持“全域治
理、长效管护”原则，通过“清洁漳
湖”行动集中攻坚，近三年累计发
动干部群众1.3万余人次，清理河
道沟渠3万余方、卫生死角210余
处，完成卫生改厕1520户，实现生
活垃圾“日产日清”；打造美丽庭
院500余户，将房前屋后“方寸地”

变为村民“幸福园”；投资560万元
升级X106海杨路等主干道，新增
太阳能路灯83盏，实现“路畅、灯
明、景美”的乡村新貌。

特色产业添“动能”，激活乡
村振兴引擎。该镇依托“红色文
旅＋绿色生态”双轮驱动，漳湖镇
培育出多元富民产业链，现有市
级标准化养殖示范场1家，肉牛
规模养殖场5个；打造渡江战役
纪念馆、民族团结广场等红色研
学线路，创新举办“村BA”“村羽
杯”等赛事，吸引线上线下流量超
12万人次，带动民宿、农家乐蓬勃
发展。 （通讯员 陈林）

漳湖镇：

“三美融合”打造和美乡村

本报讯 今年以来，望江县
回龙街道回龙社区紧密结合实
际，精心谋划并扎实推进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行动。

瞄准环境痛点，集中力量打
响“清脏治乱”歼灭战。累计清理
各类垃圾杂物10余吨，整治乱堆
乱放点位150余处，疏通沟渠2000
余米。同时，见缝插绿，变废为
宝，大力鼓励居民利用边角隙地、
房前屋后开展“庭院增绿”“角落
添彩”行动。昔日的杂乱角落如

今绿意盎然、鲜花点缀，显著提升
了村容“颜值”与“气质”。创新机
制，激发动力。该区制定科学标
准，定期公开评选、挂牌表彰，已
累计评选出星级“美丽庭院”60余
户。此举有效激发了居民内生动
力，推动村民从“袖手看”转变为

“动手干”。“各扫门前雪”渐成习
惯，家家户户以打造“小家美”的
实际行动，汇聚起建设“大家美”
的磅礴力量。

（通讯员 吴忠琦 刘俊伟）

回龙街道：

推进环境整治持续提升“颜值”

6月30日，望江县回龙街道莲花社区池塘边安全警示标牌上写着“水深危险
禁止游泳”。连日来，莲花社区多措并举，通过宣传教育、日常巡查、隐患排查等举
措，全力构筑防溺水安全防线。莲花社区志愿者通过事实案例告知居民和未成年
人私自游泳的危险性，发放“防溺水”宣传材料200余份，完善投放水域救生杆、救
生圈、救生绳10余处，设置安全警示牌10余处。通讯员 陈庆林 王娟 摄

6月27日，游客们在望江县赛口镇老
街红旗村欣赏美丽的自然风光、垂钓，还
能坐着小船，悠然穿梭于水面。农家自种
自养的“食材”，绿色健康，口感鲜美，也吸
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近年来，赛
口镇凭借其独特的水乡风光和丰富的农
业资源，积极探索农旅融合发展的新模
式，致力于打造集休闲、娱乐、美食、体验
于一体的“打卡地”，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
感受水乡生活，带动水乡群众增收，为乡
村振兴注入新活力。通讯员 曹颖 摄

农农旅旅““融融””出出
好风景好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