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怀宁县腊树镇白石村村干部深入田间地头，与村民面对面交
流，详细了解紫薯收成等情况。 通讯员 怀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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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中生有”，蹚出集

体经济发展路

缺土地、缺能人、缺资金，掣肘
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如何破
解？成为镇村迫切想要闯过的难
关。近年来，腊树镇白石村拓宽思
路，因地制宜，用现代化的经营模
式，破解集体经济发展“人、地、钱”
的瓶颈，打通“堵点”和“痛点”，蹚出
集体经济发展路，实现村集体和村
民共享发展红利。

白石村地域偏远、山多地少、交
通不便，产业发展极其困难。面对
无产业、无资金、无人才的“三无”窘
境，该村党支部大胆创新，经过多方
考察学习，依据自身山多林密的自
然条件，围绕苔藓这一生态资源，探
索发展苔藓培育种植产业，变资源
劣势为发展优势。

苔藓产业发展之初，就遇到了
资金问题，靠单打独斗做不成事。
为此，腊树镇整合龙王山联合党委
所辖的白石村等 4 个村资金 60 万
元，并争取衔接资金、选派干部专项
资金60万元，在白石村流转土地60
亩，建成1.6万平方米的苔藓培育大
棚和微景观制作车间，该项目年均

增加集体经济收益近30万元，通过
“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带动周
边50余户群众就业，户均增收5000
元以上。

为多元化发展苔藓产业，实现
产品价值提升，白石村升级打造苔
藓微景观产业，围绕苔藓生产、加
工、销售，建立全过程产业链，全面
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该村围绕
苔藓文创产品、苔藓绿化工程建设
等产业链发展，带动更多的剩余劳
动力就业增收。

此外，白石村又结合“补充耕
地”项目，将沙地变耕地206亩，结
合村民自发开垦撂荒地133亩，“飞
地”流转太湖塔山村土地 347 亩。
同时，招引福建客商，到村投资200
万元，村集体以土地入股，合作种植
沙地蜜薯686亩，全渠道销售额逾
700万元，为村集体增收13.2万元，
带动周边300余名村民务工，综合
收益 160余万元。2024年，白石村
集体经济经营性收益突破100万元。

“有中培优”，奏响乡
村振兴新乐章

又到黄桃成熟季，腊树镇烟墩
村300余亩黄桃陆续上市销售。近

年来，烟墩村把黄桃产业作为乡村
振兴的支柱产业，不断扩大种植面
积，推进产业化进程，让曾经的荒山
裸岩变成了守护生态的绿水青山，
成为强村富民的“金山银山”，实现
了群众增收、生态改善、产业发展的

“多赢”，奏响乡村振兴新乐章。
“我们这次采摘的是村部门口

的黄桃，在8万斤左右，预计以每斤
6元钱的价格出售，可以卖到48万
元。桃园基地每天吸纳当地群众15
人左右采摘，每人每天工资约 150
元，不仅有力带动了村民增收，还有
效壮大村集体经济收入。”烟墩村党
支部书记黄结平介绍说。

2018年，为盘活闲置荒坡，发展
村级集体经济，烟墩村投资40余万
元，引进种植浙江锦绣黄桃150亩，
因为品质好，2020年一上市就打响
了品牌。在良好效益的带动下，现
如今，腊树镇烟墩、容岭、四合、八一
等村连片种植黄桃1000余亩，年产
优质黄桃约110万斤，产值达800万

元，带动100余人就近务工，人均增
收1.8万元。

腊树镇还通过组织网上直播、
“一村一品”展销、采摘体验、特色美
食品尝等活动，形成集“旅游观光、
休闲娱乐、招商引资”为一体的“黄
桃经济”。目前，该镇已成功举办

“百果节”“桃花文化旅游节”等3场
次，吸引客商和游客3万余人次，达
成交易额600余万元。

“优中做强”，“蔬”写
群众致富新希望

盛夏是丰收的季节，腊树镇蔬
菜产业园里的辣椒、茄子、豆角、甜
瓜、西瓜等长势喜人，农民在地里忙
着采摘，“蔬”写群众致富新希望。
这只是该镇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优中做强”的一个缩影。
腊树镇提前谋划、综合研判，在

芝岭村规划建设蔬菜产业园，并连
续三年将其申报为镇党委“书记项

目”，现已整合水库移民、培强扶优、
衔接资金等财政涉农资金近1500万
元，改变了以往项目资金“撒胡椒
面”式使用，“攥指成拳”办大事。该
产业园占地 1000 亩，计划总投资
2000万元，已建成高标准蔬菜大棚
8万余平方米，附属净菜加工车间、
冷库、烘干房、智能化育苗基地、菌
种培育车间等配套设施。目前，已
整合投资 460 万元推进四期项目
建设，新建智慧大棚20亩、园区基
础设施及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园区
河塘沟渠清淤 8000 立方米，发展
大地蔬菜500亩。

为进一步放大资金效应，以点带
面，腊树镇党委引导12个村分别以
土地、资金、项目等形式入股参与蔬
菜产业园建设和运营，通过固定租
金、收益分红两种形式，实现村年均
增收10万元以上。同时，还吸纳周
边 2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人均增
收8000元。2024年以来，该镇创造
性推动蔬菜产业园生产关系变革，
确保资产设施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
提下，将部分大棚承包到户，引导农
民发展自主经营，进一步释放农民
积极性和农业生产力。此外，深化
与安农大等高校院所合作，聘请农
业专家学者，打造集蔬菜种子繁
育、生产技术创新、农旅研学融合
等于一体的“产学研用”基地。

在蔬菜产业园的示范引领下，腊
树镇各村积极探索自主产业，芝岭村
同怀宁县交发公司合作种植蓝莓
600亩，自主种植小马铃薯100亩；烟
墩村、山湖村抱团种植黑白木耳 3
万棒；健康村发展香菇1万棒、茶树
菇2000棒，养殖绿头鸭5000只；高
旗村种植葡萄80亩、香菇5000棒。

通讯员 檀志扬 邹佳庆

产业兴村 富民有“路”
近年来，怀宁县腊树镇以增强村级集体

经济实力、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通过盘活
资源、抱团共建、项目带动、“筑巢引凤”等多
项举措，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的强大动力，走出了一条“党建强、产业
兴、百姓富”的融合发展新路子。2024 年，腊
树镇村均集体经济经营性收益超 80 万元，3
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益突破 100 万元。

本报讯 近年来，桐城市青草镇
沙铺村党总支以“新时代六尺巷工作
法”为工作轴心，深耕“党建说事、礼
让和事、群众说事、多元解事、网格
管事、群力防事”治理新实践，将
群众所盼精准转化为干部所干，用
行动诠释基层善治新内涵。

2020年，无岳高速征收青草镇
沙铺村自愿村民组水田11.6377亩，
村民热盼的失地农民保险却因人均
耕地面积“卡”在0.30755亩（略超

0.3亩红线）而落空。面对村民的失
落与疑问，沙铺村党总支多次召开

“板凳会”，走访村中老人，反复对
接相关部门，最终在桐城市档案局
找到尘封的原始凭证。

村民桂祖盛、桂天根两户 1985
年在承包田建房，1988年向原沙铺
乡政府缴纳了110元土地占用税与
房管费。1994年，二人分别办理了
土地使用证，面积共 208 平方米。
至高速征收时，其宅基地被确认为

1.0705亩。“这两块宅基地面积一直
包含在 1996年农业税清册的36.55
亩内，从未核减，税也交到了国家
减免那年。”一位翻查账册的老会
计在“板凳会”上说道。清册总面
积 36.55 亩 ，扣 除 高 速 征 收 的
11.6377 亩，再核减这 1.0705 亩宅基
地，人均耕地终于低于 0.3 亩红
线。2024年底，沙铺村党总支长达
三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80 位
村民失地保险终获落实。

无岳高速第三批安置房选址
沙铺村方庄村民组，最初却遭遇
16户村民的集体反对。沙铺村党总
支没有退缩，立即召开动员会，并
分头上门走访，精准聚焦村民三大
核心关切。针对村民担忧，村委会
当场郑重承诺：征地补偿款严格
按标准一次性拨付；安置点后面受
影响的农田，由村集体合作社按市
价流转；施工破坏的水网、路网，
村委会负责修复到位。承诺如定心

丸，村民的疑虑逐渐消散。
从“板凳会”上追索历史真相的

韧劲，到入户消解群众心结的温情，
沙铺村党总支以党建引领为“核”，
将“礼让和事”的六尺巷精髓融入现
代治理。群众心头的“盼”，正实
实在在地转化为村党总支书记带头
落实的“干”，基层善治水平在为
民解忧的扎实步履中节节攀升。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黄健生）

青草镇：变群众“所盼”为干部“所干”

本报讯 夏日里，记者走进望江
县高士镇箭坝村上畈组，30亩荷塘
里，新栽种的太空莲舒展着嫩叶，粉
白相间的荷花点缀其间，与周边白
墙黛瓦的民居相映成趣，构成一幅
清新灵动的江南水乡画卷。然而，半
年前，这里还是一处荒废的臭水塘。

“过去这里臭气熏天，附近 60
多户人家连窗户都不敢开。”村民蔡
大姐站在荷塘边感慨道。由于长期
无人管理，这片荒塘逐渐沦为垃圾

堆积场，每逢雨季污水横流，严重影
响村民生活。去年10月，随着“清洁
望江”专项行动的深入推进，箭坝村

“两委”将荒塘治理列为乡村振兴的
重点工程，累计清理垃圾淤泥3吨，
并疏通排水沟渠，让这片荒废十余
年的水域重获新生。

治理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荒塘
真正“活起来”？箭坝村党总支书记
檀结琴带领村“两委”成员多次外出
考察，最终锁定太空莲产业。在高

士镇农技人员的指导下，箭坝村引
进“太空莲 36 号”优质品种，采取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
式，32户村民以土地入股，20余名
留守妇女经过培训成为荷塘管理
员，实现家门口就业。“这种莲花花
期长达 120天，亩产莲蓬可达 2000
个，既能鲜销，又能加工成莲子、莲
心茶等产品，还能发展观光农业，市
场前景广阔。”檀结琴介绍。

如今，30亩荷塘不仅成为箭

坝村的生态亮点，更成为村民增
收的新渠道。该村计划明年建设
观光栈道，打造“荷塘月色”灯光
秀，推动农旅融合发展。箭坝村
的成功实践，是高士镇探索“生态
治理+产业振兴”模式的生动缩
影。高士镇党委副书记吴根平介
绍，目前全镇已摸排类似闲置坑
塘 16 处，将推广“一塘一策”改造
方案，因地制宜发展莲虾共养、水
禽养殖等特色产业，让“生态包

袱”变成“绿色银行”。
下一步，高士镇将以太空莲产

业为核心，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发展
莲子精深加工、荷叶茶、莲藕粉等特
色产品。该镇将结合乡村旅游，打
造集观光、采摘、体验于一体的农文
旅融合示范区。此外，还将深化“合
作社+农户”联农带农机制，让更多
村民共享产业红利，助力乡村振兴。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何应松）

野塘变荷塘 “莲”通致富路

本报讯 为持续深入推进移风易俗，破除
陈规陋习、倡树文明新风，连日来，怀宁县黄龙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移
风易俗宣传活动。

“我们要做移风易俗的推动者，培养文明
的家风，红白事之类的不要大操大办，拒绝铺
张浪费，给孩子们树立一个文明、节约的好榜
样。”7月5日，黄龙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宣讲
员深入该镇杨林村村民家中，以“拉家常”的方
式宣传移风易俗，让村民听在耳、学在心。在
入户宣传过程中，该镇志愿者和网格员一起挨
家挨户发放《怀宁县红白喜事操办倡导性标准
（试行）》宣传材料，以“倡导婚事新办、白事简
办、其他事项不办”为重点，并结合身边的真实
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解婚事新
办、孝老敬亲等移风易俗的具体内容和重要
意义，号召大家自觉抵制不良风气。此次活
动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文明意识，营造了浓厚
的移风易俗氛围。 （通讯员 方朝阳）

黄龙镇：

移风易俗宣传进村入户

本报讯 连日来，望江县吉水街道聚焦重
点人群、重点水域，多措并举抓好防溺水工作，全
面筑牢生命安全屏障。

吉水街道召开防溺水工作推进会，制定详
细工作方案，明确工作职责。同时，该街道辖区
六个社区（村）成立了专门的水域巡查队伍，确
保水域管控不留死角。除了利用电子屏、张贴
海报、发放宣传资料开展线下宣传外，吉水街道
还充分利用微信群、朋友圈等方式进行线上防
溺水安全教育，提升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的知
晓率和覆盖率。为筑牢安全屏障，该街道积极
开展水域摸排登记和排查隐患清单工作，建立
工作台账，做到一村不落、一坑不漏，在节假日、
周末等重点时间不间断巡查，同时在重点水域
加设警示牌和竹竿等救援工具，及时更换老旧
破损救生设施。下一步，吉水街道将持续深化
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推动形成全社会齐抓共
管格局，为居民生命安全构筑坚实屏障。

（通讯员 陈晓篁 王识君）

吉水街道：

防“溺”未然 安全一“夏”

本报讯 近日，大观区人民检察院针对
辖区内建筑物屋顶檐口、外墙空鼓脱落等现
象，主动对接区人大代表，共同对相关问题
隐患进行现场核实。该院还会同相关职能部
门、属地政府召开现场会，研讨分析责任主
体、监管难点和解决对策。

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进程加快，大观区
部分老旧居民楼因设计建造施工历史问题、
年久失修等原因，建筑物屋顶檐口、外墙空鼓
脱落等现象日益增多，存在安全隐患。今年4
月，接到区人大代表“关于消除居民小区安全
隐患的建议”相关线索后，大观区人民检察院
高度重视，检察干警历时两个月，多次走访相
关小区以及社居委、物业公司、属地街道，对小
区产权、外墙所用材料、竣工及入住时间、修复
方式等关键信息进行摸排，并全面梳理辖区
内老旧居民楼外墙脱落风险点。下一步，大
观区人民检察院将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持续督
促相关部门切实履行牵头协调和指导监督职
责，以更优检察履职助推城市安全与居民福
祉的双重提升。 （通讯员 李春芳）

大观区检察院：

检察监督守护“头顶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