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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社区‘平小薯’服务队的关
心，还特意给我父亲送来了轮椅。”近
日，怀宁县小市镇平坦社区陈店组居
民陈启给社区网格员发来信息，向社
区干部和志愿者表示感谢。

前不久，平坦社区“平小薯”服务
队助老服务负责人夏毕祥和志愿者入
户宣传走访，发现二级肢体残疾的陈
高亮正在使用的轮椅已经损坏。服务
队成员立即向社区“两委”汇报了此
事，社区党总支随即召开会议商量，为
陈高亮申报了一辆轮椅，并第一时间
送到他家中。

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如何妥善
解决？矛盾纠纷如何有效化解？小
市镇平坦社区党总支充分发动组织
力量，引领党员干部和志愿者群策群
力、广泛参与，他们上门了解和收集
社情民意，并因地制宜创新工作举
措，打造了便民服务的党建品牌项目
——“平小薯”服务队，作为连接社区
党员干部和村民之间的桥梁，打通了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让“平小薯”
服务直达民心。

除了助老服务，平坦社区“平小
薯”服务队的服务内容还包括环境整
治、社区治理、关爱儿童、交通安全、应
急救援、集体经济、乡村振兴、移风易
俗等10个方面，每个服务队设负责人
一名，志愿者5到8名，年终由村民代
表打分。在年度评优评先中，设立志
愿服务加分项，将志愿服务工作参与
情况作为评选表彰优秀共产党员、先
进个人等荣誉的重要依据，通过评定、
表彰、奖励、宣传等步骤，树立先进典
型形成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

“群众的困难要多帮，才能贴近群
众的心。我们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事，
打造‘平小薯’党建品牌，用一件件小
事聚民心，用一桩桩实事解民忧，打通
服务群众‘最后一米’。”平坦社区党总
支书记夏国庆说。

炎炎夏日，在平坦社区紫薯种植
基地内，几十名村民正在除草、施肥。
近年来，平坦社区大力发展紫薯产业，
社区的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从2017年
的不足5000元，增加到2024年的370
万元。同时，社区2348人人均分红106

元。7年时间，变化为何如此之大？“关
键在干群齐心，共谋发展。”夏国庆说。

平坦社区有个传统，每月开展一
次“乡村夜话”，从群众的闲谈中找问
题、听建议、想办法。“紫薯割秧控旺
时，大量紫薯藤被剪除后直接拿去喂
猪，极大地浪费了资源。”最近一次“乡
村夜话”，有群众提出当地紫薯产业发
展中的问题，社区“两委”和小市镇党
委、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并四处寻求

“解法”，最终与润汇农业发展公司签
订紫薯藤秧苗销售协议，让种植户每
年多了一笔紫薯藤销售收益。“‘乡村夜
话’，谈出了社区里的新气象。”夏国庆说，
这两年，社区在修路、拆违、环境整治等工
作中遇到的问题，都通过“乡村夜话”找
到了解决方案。

平坦社区中心组一户居民全家人
都在外务工，近4亩田地没有对外承
包，导致荒废，杂草丛生，不仅影响了
四周稻田秧苗生长，也阻挡了机械化
耕作。在接到群众反映后，“平小薯”
服务队环境整治组负责人谢皖峰和志
愿者赶到现场查看，与该户联系沟通

好后，结合村庄环境整治，用挖掘机翻
耕抛荒田，并租赁给种粮大户。从接
到群众反映到问题解决，“平小薯”服
务队只用了5天时间。“真没想到一个
电话，问题很快就解决了，要给‘平小
薯’服务队点个赞。”当地群众由衷地
感叹道。

今年年初，平坦社区集中整治集镇
区人居环境，发现占地1.3万平方米的
建材厂由于没有围墙，建材常年四处堆
放，严重影响了集镇区的环境。“平小
薯”服务队“社区好人”组负责人、驻村
第一书记蒋永刚立即与建材厂负责人
进行沟通，让其认识到了环境整治的
重要性。今年4月份，该企业自己出资
30多万元，将企业整体搬迁到了远离集
镇区10多公里的毛安村。

“年底我要为‘平小薯’打高分。”
“我要为‘平小薯’点赞。”平坦社区居
民纷纷表示。“平小薯”服务队成立一
年多来，调解矛盾纠纷42件，解决群众
实际问题137件，切实增强了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通讯员 檀志扬 张瑞

怀宁县小市镇平坦社区服务队让服务直达人心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7月6日，宿松县“红韵童行 艺心
筑梦”梦想家园学生夏令营开营仪式
在宿松县兴宇劳动教育综合实践基
地举行。此次夏令营活动由安庆师
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宿松县直机关
工委等联合主办，旨在为受资助的困
难家庭学生提供一个展示自我、锻炼
能力的平台，并在此过程中传承和弘
扬红色精神。

通讯员 吴金旺 郭忠义 摄

“红韵童行
艺心筑梦”

本报讯 近年来，望江县华阳镇
立足本地水资源优势，探索“以水兴
业”模式，通过发展生态水产养殖、水
面特色种植、水旅融合等产业，将绿水
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为乡村振兴
注入强劲动能。

7月4日，天气炎热。华阳镇磨盘
村螃蟹养殖大户彭玉高早早来到池塘
边，忙着查看螃蟹生长情况和抛撒饲
料。“这段时间气温高，每隔两三天就
要把蟹池里的水换一遍。”彭玉高将螃
蟹养殖基地周边旱地改为稻田，把塘
内排出来的尾水用管道排入稻田，再

引进新的长江水，这样既提高了螃蟹
的品质，又给稻谷增添了有机肥，螃蟹
最高能卖到每公斤150元，比普通螃蟹
贵出一倍。这片180余亩的蟹塘预计
秋季丰收时能带来60万元的收入，同
时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

近年来，磨盘村积极探索“蟹稻共
生”循环种养模式，蟹池尾水通过管道
引入改造后的稻田，成为水稻的天然有
机肥，再引入长江活水养蟹，形成“蟹肥
促稻绿，稻壮净水质”的生态闭环。

清晨，在华阳镇计渡村菱角种植
基地里，采摘人员正小心翼翼地穿梭

于菱角塘内，熟练地从水中拉起一株
株菱禾，摘下藏于叶底的果实。采摘
菱角技巧性很强，在提起整株植物后，
需眼手并用，轻轻摘下成熟的菱角，再
慢慢将植株放回水中，确保尚未成熟
的嫩果不受伤害、继续生长。菱角还
偏爱温暖湿润、阳光充足的平缓水域，
计渡村优质的水资源及开阔的地势，
给种植菱角提供了先天的便利。目
前，该村菱角种植面积达80亩，亩产量
稳定在3000斤至4000斤，批发价每斤
6元至8元，每亩纯收入超万元。

在华阳镇天河社区一家庭农场

内，150亩稻田实现“稻虾轮作”的生态
循环，目前每亩龙虾产量可达200斤，
稻虾田于6月下旬迎来播种期，全年可
实现“一季水稻、两季小龙虾”，做到粮
渔双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该家庭
农场将 30％区域改造为沉浸式体验
区，游客可参与钓虾比赛、菜地认领，
还能在大锅灶体验区用现捕龙虾制作
麻辣鲜香的美食，实现从池塘到餐桌
的完美体验。为丰富游客体验，这里
还配套建设了农家乐和亲子游乐区，
来此旅游和体验的游客络绎不绝。

（通讯员 伊婷）

生态水产促增收 水旅融合助发展

本报讯 日前，宜秀区白泽湖
乡龙华村枫龙公路红庙小渔厂路段
养护期满，符合通行标准，围挡撤
除，道路全面恢复通行。

这段道路长约50米，因前期自来
水改造，路面新旧衔接处不平形成坎
儿，这一隐患导致道路颠簸难行，容易
引发事故。接到村民反映后，龙华
村村委会将解决此路段安全隐患作
为保障民生、改善乡村发展环境的
重要举措。为确保根治顽疾，龙华村
村委会科学规划，于6月初发布全封

闭修复施工通告，并详细指引村民
绕行路线。在施工过程中，施工方采
取了专项技术方案，彻底消除高低
落差，杜绝未来裂缝与塌陷风险。
该路段主体修复完成后，严格遵循
技术规范进行了封闭养护，之后恢
复通行。路畅人心顺，业兴乡村
美。如今，这段道路已成功修复，有
效保障了村民们的安全便捷出行，
更畅通了乡村发展的“毛细血管”。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
员 高国庆）

铺就乡村安心路

本报讯 7月 1日，桐城市新六
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谢功文来
到桐城市市场监督检验所，送上写
有“贴心服务为企业，服务高效办实
事”的锦旗，感谢该所及时提供地磅
修理、检定等技术服务，帮助企业解
决了难题。

此前，桐城市市场监管局在开
展“访企入村”专题行动时，谢功文
反映企业的地磅显示的重量比实际
重量小，但企业自身无法修理。该
局立即组织专业计量检定队伍前往
现场核查，发现地磅称重显示器上
的数字不断跳动变化，技术人员卸
下秤台上的1吨砝码，终于找到问
题的根源——生猪称重时猪粪落在

秤台上，企业员工用水冲洗秤台，
导致接线盒进水、线路受潮，因此
显示不准确。经技术人员处理、检
定后，地磅完全符合数字指示秤的
计量性能要求。

为优化营商环境，桐城市市场
监管局结合“访企入村”专题行
动，组织计量专家、技术骨干开展
上门服务，全心全意为企业和办事
群众解难题，在证照办理、计量服
务、知识产权保护、消费维权等方
面，解决了一批群众急难愁盼的问
题，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
市监力量。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
员 程秀梅 齐传俊）

“访企入村”解难题

本报讯 7月1日，天气炎热，桐
城市孔城镇南口村关工委携手村志
愿者服务队，将一批新鲜清甜的西
瓜送往40余户特困供养户和脱贫户
家中，送去了一份沁人心脾的夏日
关怀。

近年来，南口村依托乡村振兴
衔接资金，结合本地西瓜种植传统，
启动了占地20亩的大棚基地建设项
目，成功引入优质西瓜品种。通过
科技赋能和产业深度融合，这一项
目先后带动40余名村民就业，并助

力20余名脱贫群众实现增收致富，
有力推动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和村民
的共同富裕。

7月1日，南口村志愿者们主动
请缨，承担起运送约 500 公斤西瓜
至 32 个村民组的重任。红瓤黑籽
的西瓜，在酷暑中化作细致入微的
温情，滋润着受助者的心田，也让南
口村在炎炎夏日中凝聚起守望相助
的深厚力量。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
员 邹和凤）

夏日送清凉 关怀“甜”心间

本报讯 为准确掌握再生水稻
种植面积，及时发放惠农补贴资
金，连日来，怀宁县黄龙镇组织农
业、财政、纪检等多部门，深入8
个村（社区）开展再生水稻种植面
积核查工作。

黄龙镇工作人员冒着高温进村
入户，采用现场查看、实地测量等
方式，逐一进行核查。同时，他们
根据秧苗长势，对农户进行技术指
导，叮嘱农户做好肥水管理、秧苗

管理及病虫害防治。对验收通过的
面积，经农户签字确认，在村委会
公示栏公示。截至目前，已核查再
生水稻种植面积2764亩。“粮食种植
面积核实是否准确，关系到惠农补
贴是否发放精准，关系到千家万户
的利益。我们将逐户逐块仔细测
量、精确定位、App录入，准确记录
再生水稻种植面积，确保做到应核
尽核。”怀宁县黄龙镇农业部门负责
人说道。 （通讯员 方朝阳）

核查落实惠农补贴

本报讯 夏日里，在望江县凉
泉乡团山村岚杆湖畔的广袤田野
上，一片片辣椒田宛如红色的海
洋，孕育着乡村振兴的希望。近年
来，团山村坚持以“精细化管护、
科学化种植”为核心，将辣椒从普
通农作物升级为富民强村的特色产
业，用汗水与智慧浇灌出火红的致
富果实。

走进团山村辣椒种植区，现代
化的管护场景让人眼前一亮——水
肥一体化智能灌溉系统正在高效运
作，通过传感器实时监测土壤墒情
和辣椒生长需求；植保团队利用无
人机精准调控水肥配比，既节水节
肥又保障植株茁壮成长；管护人员
每日进行巡查，通过图像识别技术
快速定位病虫害区域，并采用生物
农药靶向防治。“过去浇水施肥全

靠经验，现在有了‘科技管家’，辣
椒产量和品质都翻番了。”团山村党
总支书记徐劲松介绍，辣椒管护的

“精细”贯穿生产全程，采收期间，
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成熟度标准分批
次采摘，冷链物流系统 24 小时待
命，保障鲜椒在最短时间内抵达消
费者手中。

每逢辣椒丰收季，游客们可以
来团山村参与采摘、腌制体验，品尝
地道的农家辣味美食。下一步，该
村计划延伸辣椒产业链，建设辣椒
深加工车间，开发辣椒酱、泡椒等特
色产品，同时探索“辣椒+电商”模
式，让这抹“火红”走向更广阔的市
场，也让小小辣椒成为联结土地、农
民与市场的金色纽带，为乡村振兴
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通讯员 徐婷婷）

科学管护绘就“火红”产业好“丰”景

本报讯 近年来，望江县杨湾镇
积极推进“摇钱树”工程建设。在
2024-2025年工程建设中，杨湾镇鸡
冠、杨闸、余埠、丰大、杨湾5个行
政村承担实施任务，共栽植3661株薄
壳山核桃。经自查验收，合格 3404
株，成活率高达93%。

在推进“摇钱树”工程建设过程
中，杨湾镇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该镇召开专题会议，依据实施方案，结

合村庄、通道及周边绿化提升，对工作
开展的时间、内容、方法进行了详细安
排。同时，镇分管领导带领农业农村
服务中心人员深入各村、组和屋场，秉
持“适地适树”原则，选择优良经济林
树种，并前往苗木基地调查苗木品种
及果实市场销售情况，力求实现效益
最大化。“我们坚持‘适地适树’原则，
力求为村民创造最大收益。”杨湾镇政
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摇钱树”工程

实施过程中，该镇注重将村庄绿化与
经济收益相结合，在改善生态环境的
同时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在强化日常管理维护方面，杨湾
镇根据苗木生长特性制定科学的修剪
计划，依据土壤养分检测结果和苗木
生长阶段精准施肥，建立病虫害监测
机制并及时防治。在完善工程档案管
理上，该镇安排专人负责资料管理，
制定标准流程，定期审核校对。同

时，该镇加强宣传推广力度，利用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宣传“摇钱
树”工程的意义、成果和效益，树立
典型村、典型户，并组织参观学习，
激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助力乡村全
面振兴。杨湾镇“摇钱树”工程的成
功实施，不仅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经济效益，也为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通讯员 陈飞）

栽下“摇钱树” 谱写振兴曲

本报讯 “警察同志，我们在山里
迷路了，四周一片漆黑，完全找不到出
路。”7月5日晚8时30分许，游客唐先
生焦急地向桐城市公安局青草派出所
报警求助，称与朋友带着一名少年，一
行三人在青草镇江岭村三道岩游玩时
迷失方向，被困山中。

接警后，青草派出所值班民警迅
速携带救援装备赶赴现场。途中，民
警通过微信与唐先生取得联系，获取

了其所在位置信息及周边环境照片，
并指导他们原地等待、保存体力、减少
手机耗电。

民警辅警随即联合江岭村村干
部，从三道岩入口上山搜寻。很快，
他们发现了唐先生一行人的车辆。
综合现场方位与定位信息研判，从
此处抵达被困区域预计需耗时 5 至
6 小时。为争取救援时间，民警果断
调 整 方 案 ，驱 车 前 往 山 顶 的 铜 锣

村。在熟悉地形的铜锣村党总支书
记李根苗的带领下，救援队伍改由
山顶向下展开搜索。

事发山区地形复杂，夜间视线受
阻，且周边遍布峭壁，搜救难度很
大。经过近 5 个小时的紧张跋涉与
艰难搜寻，次日凌晨，救援人员终于
成功定位并找到了三名被困者。经
初步检查，三人身体均无大碍。民警
及时提供了食物和饮水，随后安全护

送他们下山。
据了解，唐先生和朋友在某社

交平台看到关于三道岩的溯溪攻略
后，便带着孩子前往体验。游玩中
一时兴起偏离既定路线，误入山中
小路，最终迷失方向，只得报警求
助。获救后，唐先生紧握民警辅警
的手连声道谢。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徐泽方）

警民联动5小时 成功营救迷途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