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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伏时节，烈日炎炎。在裕安区独山
镇龙井村的无公害蔬菜种植基地里，长长
的线椒直达地面，红红的皱皮椒、朝天椒
向阳生长。村民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采摘
辣椒，一幅生动又和谐的丰收图景徐徐展
开。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近几年

来，在皖西日报社驻村工作队和龙井村村
“两委”的共同努力下，龙井村产业发展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村集体经济发展真
正实现了从零到有、从有到强的转变。火
红的辣椒让当地群众过上了红彤彤的好日
子。

说到龙井村，曾几何时，村里的贫困
人口约占总人口的近六分之一。家家户户
守着门口的几亩茶山过着穷苦的日子。直
到驻村工作队的到来，为村里带来了无公
害蔬菜种植的项目，龙井村的产业发展这
才有了零的突破。

“2022年，我们龙井村集体经济收入
达到了62 . 4万元，今年我们村集体经济收
入的目标是突破100万元。”龙井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徐勇向记者介绍，仅
辣椒产业这一项，带动40多位村民人均年
增收12000元左右。

“在这里干活，离家近，能照顾家中
老人和孩子，收入也还行。”前来摘辣椒
的村民盛先群高兴地说，最近一段时间以
来，她每天都和村里的十几个姐妹一起到
基地采摘辣椒，然后把辣椒送到村部广场
挑拣、晾晒。

清洗、剁碎、搅拌、装瓶、包装……
在辣椒酱加工点，村民盛先会和同伴有条
不紊地忙碌着。她说：“丈夫在合肥做木
工，婆婆年龄大了，身体不太好，家中还
有个7岁的孩子需要照顾。自己不能出远
门，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不说，还能和姐妹
们聊聊天、说说话，打发打发时间，感觉

挺好的。”
几年前，由于地理环境制约，基础设

施落后，村里的产业发展难有突破。村
“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在摸索中探索，在
探索中前进，最终选择了辣椒、菜籽油、
芝麻香油等产业。目前，该村已拥有干辣
椒、纯手工辣椒酱、原香菜籽油、芝麻香
油等产品，并于今年6月份成功申报并办
理了龙井原香菜籽油、芝麻油小作坊生产
许可证，通过了国标产品质量检测和产品
销售许可，实现了龙井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鼓尖”品牌产品创建，顺利实现产品线
上销售。

徐勇告诉记者，当地的土壤和气候比

较适合发展辣椒、毛豆等特色种植业。这
几个产业共同的优点是时间短、收益高、
不费力、有销路、老百姓得到实惠多。

“为了做好产品深加工，改善现有龙
井村粮油生产基地，我们已经采购了一批
菜籽油、麻油生产设备。并且开通了网络
销售平台，拓宽了龙井村产业销售渠道。”
徐勇表示，下一步，将在帮扶单位的大力支
持下，继续深入做好“鼓尖”品牌产品的创
建工作。在做好菜籽油、麻油生产销售工作
的同时，继续丰富“鼓尖”品牌农产品，如优
质大米、玉米、毛豆等，让“鼓尖”品牌响起
来，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的同时，带动更
多的周边群众增收致富。

一 棵 蔬 菜 带 活 一 个 村
——— 裕安区独山镇龙井村发展产业兴农富农见闻

本报记者 黄雪彦

本报讯（记者 杨秀玲）7月13日至14日，第三届全国药
用菌产业发展大会暨第一届金寨灵芝文化节在金寨举办，来自
全国的药用菌行业专家学者及企业、主产区代表齐聚金寨，共
同探索药用菌产业发展新路，推进药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本
届大会的主题是“发展药用菌产业 赋能乡村振兴”，由中国
食用菌协会、六安市人民政府主办，金寨县人民政府、安徽省
食用菌行业协会承办。中国食用菌协会会长高茂林出席大会，
市委常委、金寨县委书记汪冬向出席大会的李玉、林志彬、郭
顺星、张劲松四位专家颁发药用菌产业高级顾问聘书，副市长
孙学龙出席会议并致辞。

孙学龙在致辞中介绍了六安市情及药用菌产业发展情况。
他说，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立足药用菌资源禀赋，聚力扩基
地、提品质、育龙头、延链条、塑品牌、优生态，截至2022年
底，全市药用菌实现综合产值32 . 5亿元，药用菌经营主体达
3000余家，带动农户人均增收4000多元。如今，药用菌产业
已成为老区人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撑。

据了解，金寨共有药源动植物237科1363种，是全国22个
药材基地县、6个茯苓基地县之一，灵芝、茯苓、天麻、桑黄
等珍稀药用菌闻名全国。近年来，该县药用菌产业成为促进农
民增收的主导产业，其中灵芝产业更是成长为全县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和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兴支柱产业。截至目前，金寨县年
均栽培灵芝3000到5000亩，年产干灵芝1000到1500吨，年产
灵芝孢子粉1000到1500吨，从业者达6万余人。

第三届全国药用菌产业

发 展 大 会 在 金 寨 举 办

本报讯（汪静 姚志玮）7月14日，全市县区老教委主
任、老年大学校长会议在六安老年大学南校区召开，市老教委
常务副主任、六安老年大学校长程世龙，市老教委副主任、六
安老年大学副校长章立奇，六安老年大学副校长高宗林、武
莲、周培发出席会议。各县区老教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主
任、老年大学校长及老年教育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程世龙指出，老年教育工作是夕阳工程、朝阳事业，必须
深刻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研究探索我市老年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用心用力做好“老有所学”
工作，推动六安老年教育更好更快发展。

程世龙要求，当前我市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要认清老
年教育高质量发展重要意义，把握政策红利、领导重视、优
势积累三大机遇，要重点抓好思想政治教育，抓好重点工作
推进，抓好教学活动规范，抓好宣传调研深化，善用、活用
调查研究，寻找破解老年教育难题新思路等四项工作。他还
就各级老教委、老年大学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担起“领导”
责任、建起“过硬”队伍、聚起“共管”合力等，提出具体
要求。

与会人员还参观了六安老年大学南校区，详细了解课程设
置及智能化建设等方面情况。

推动六安老年教育

更好更快发展

本报讯（记者 张世巧）“八一”建军节前夕，为表彰先
进、树立榜样，营造关爱军人、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裕安区
对20位获评2023年度“十佳最美母亲”“十佳最美军嫂”的军
属进行入户表彰，为她们颁发奖金、荣誉证书和披挂绶带。

据了解，表彰活动由裕安区人武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区妇联联合举办，旨在表彰先进，树立榜样，推进军人荣誉体
系建设。活动中，相关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分别深入有关乡镇
街，对获评“十佳最美母亲”“十佳最美军嫂”军属进行了表
彰和慰问。并详细询问她们家庭情况和工作生活情况，感谢她
们为国防事业输送了人才，对她们积极支持亲人从军报国表示
崇高敬意，勉励她们继续全力支持子女和配偶建功国防事业。

裕安区

表彰“最美母亲”“最美军嫂”

舒城讯（郭登安）今年以来，舒城县城关镇始终牵住“产
业发展”这个牛鼻子，政府“搭台”，产业“唱戏”，做大产
业蛋糕，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抓园区服务供给。持续抓实桃溪现代产业园城关镇园区服
务保障，细化措施，推动园区发展提质增效。截至6月底，该
园区实现综合产值10 . 5亿元，其中蔬菜综合产值3 . 31亿元。

抓基础建设支撑。该镇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持续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上半年，该镇新建粮食烘干中心1个、仓储
基地1个，扩建育秧中心2个。完成营造林700亩、油茶扩种面
积200亩，深化“绿色银行”生态建设。

抓品牌形象塑造。坚持品牌引领，为产业发展贴上高质量
“标签”。目前，该镇已申报新建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1
个，新纳统入规农产品加工企业1家。继续实施扶优壮强工
程，示范带动现代农业发展。

抓科技创新应用。坚持科技兴农，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
大。目前，已完成邓岗村“数字牧场”建设，正在组织实施3
个种植和养殖类农业数字应用场景建设。

舒城县城关镇

“四抓”促产业振兴

本报讯（张正武 户孝霞 记者 徐有亭）近期，随着
气温上升，汛期来临，溺水事故进入易发期，霍邱县高塘镇
压实工作举措、强化责任落实、营造浓厚氛围，扎实做好暑
期防溺水工作。目前，全镇共摸排常住儿童３８９５名，重点儿
童１１０３名，镇村干部“一对一”进行走访宣传，筑牢防溺水
“安全网”。

该镇组织镇村干部定时巡塘，认真做好巡查记录，对防
溺水安全警示牌、救生圈等逐一排查，落实好重点塘口安全
措施，摸排在家青少年儿童。并在重点塘口安装高清视频监
控，通过智能人脸识别、同步通报、同步语音劝返，提高水
域监管时效。同时，在辖区主要交通路口、各类水域、人群
密集场所悬挂防溺水宣传标语，设立警示牌，利用“村村
响”喇叭循环播放防溺水安全提示。组织镇村干部进村入
户，向青少年儿童发放文具笔袋、防溺水宣传资料，进一步
提升青少年安全意识。

高塘镇

入户宣传防溺水

本报讯（江 欣）今年以
来，叶集区持续聚焦“守底
线、抓发展、促振兴”，抓好
就业帮扶、推动产业发展、盘
活农村资产、兜牢社会保障，
在增收途径上实施“四轮驱
动”，确保脱贫成果更加稳
固、帮扶成效更加可持续。

抓好就业帮扶，促进群众
稳定增收。发挥就业车间工作
强度不高、时间较为自由的优
势，有效带动半劳动力、弱劳
动力及不便外出劳动力就近或
居家就业。截至目前，认定就
业帮扶车间13家，吸纳劳动力
就业442人，其中脱贫劳动力
142人、监测对象10人。坚持
“按需设岗、以岗定酬”，围
绕乡村振兴工作需要，统筹用
好村集体光伏收益、经营性扶
贫资产收益等，科学合理开发
公益性岗位，积极吸纳脱贫劳
动力就近就业1348人。深入推
进“万企兴万村”行动，组织
企业围绕结对帮扶村产业、就
业等重点工作开展帮扶，助力
脱贫劳动力稳定就业。

推动产业发展，发挥联农
带农作用。严格执行“四带一
自”奖补标准与验收程序，引
导脱贫群众和监测对象因户制
宜发展特色产业和庭院经济，
符合条件及时兑现补助资金，
今 年 已 兑 现 到 户 产 业 奖 补
569 . 6万元，带动2800余户
群众户均增收5000元以上。
严格衔接资金项目谋划、审
核、批复等程序，择优选取符
合产业发展方向、联农带农能
力强的经营性项目，完善项目
联农带农协议，压实经营主体
责任，激励衔接项目通过务工就业、订单收购、技
术培训、土地流转等多途径联农带农，促进脱贫群
众持续增收。

盘活农村资产，增加财产性收入。持续深化农村
改革，激发农村农业发展内在活力，健全“三农”投
入，稳定增长机制，盘活用好农村资源要素，增加农
民财产性收入。全面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进
一步规范资产分类、确权、登记、处置等管理工作，
建立资产长效运行管理和收益分配机制。加强光伏扶
贫电站运维管理，规范收益分配，确保村集体光伏发
电部分收益用于承担公益岗位任务的工资和参加村级
公益事业建设的劳务费用支出，提高脱贫群众直接受
益增收率。

兜牢社会保障，筑牢返贫致贫防线。持续加强兜
底保障，多方拓宽脱贫群众增收渠道，坚持因人因户
精准施策，落实“三保障”及饮水安全，加强兜底保
障基本生活。今年以来，全区8866户脱贫户和监测对
象户均制定帮扶措施，已兑现跨省就业交通补贴
82 . 35万元、乡村公益性岗位和就业帮扶车间就业补
贴117 . 18万元，落实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供养、残
护残补等各类兜底保障4195 . 85万元。

新新时时代代 新新征征程程 新新伟伟业业
——皖皖西西记记者者走走基基层层

盛夏时节，翠荫环绕、绿意盎
然，走进霍山县诸佛庵镇画家村，干
净的柏油路在脚下延伸，大大小小的
民宿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错落有
致地分散在青山绿水间，勾画出一幅
优美的田园风景，吸引了大批游客前
来游玩打卡。

画家村坐落在诸佛庵镇东南方，
一湾绿水穿村而过，山清水秀，风景
宜人。近年来，诸佛庵镇坚持党建引
领，依托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文
化底蕴，持续探索生产、生活、生态
的“三生融合”，引入艺术元素改造

乡村，以画家村为重点，在盘活原三
线厂旧厂房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基
础设施配套，并与80余名画家建立合
作，建成了画家工作室、美术馆、生
活休憩园等场所，用艺术点亮了乡村
的“诗和远方”。

同时，诸佛庵镇立足乡村特色资
源，紧紧围绕消费需求和旅游要素，
大力发展研学、书画展等特色乡村文
旅项目，推动乡村民宿从零星发展、
自主发展到规模成片发展，以民宿消
费带动本土旅游资源、红色资源、文
化资源、生态资源的发掘利用，不断

拓展和丰富“民宿+康养”“民宿+研
学”“民宿+美食”等业态，为乡村
聚起了人气，也为村民带来了增收致
富新机遇，不离乡、不离土就能实现
创业就业。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下一步，诸佛庵镇将继续结合地
方山水人文特色，不断放大自身优
势，大力推进“生态+文旅”融合发
展，将美丽生态融进产业发展中，把
绿水青山绘进人们美好生活中，让更
多人能够在画家村寻找到心中的那片
桃花源。

近年来，我市围绕“绿色发展”主线，坚持“增绿与增收并重、造林与造景并举、绿化与美化同步”的原则，全力推进进“百园之城”建设，构建城市园
林绿化体系，勾勒出五彩缤纷的绿色长卷，有效改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
图为无人机镜头下的六安城区新建成的赓续公园与水清岸绿的周边环境相映成景。 本报记者 田凯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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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村”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徐家冕

本报讯（刘 青）为推进政协
协商向基层延伸，裕安区西河口乡
始终秉持“协商于民、协商为民”
宗旨，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民主协
商 ,积极推进“六安商量·裕快商
量”平台建设，努力谱写乡村治理
新篇章。

紧抓关键点，推进全过程协商。
推动基层协商和基层网格化治理有效
结合，打造“治理+协商”网格化体
系。乡政协联络委深入“百姓说事
点”充当网格员，召开“政协月月
谈”“睦邻议事会”等主题“板凳

会”，与居民开展“面对面、心连
心”的协商议事，掌握社情民意信
息。今年以来，召开主题“板凳会”
15次，收集社情民意23件均已办结，
实现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
办。

把握着力点，引导全社会参与。
以党建引领汇聚党组织、政协联络
委、社会三方合力，聚焦群众关心的

“民生小事、关键大事”，平等协商、有
序协商、真诚协商，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用好各村“百姓说事点”，深化推
进“一点一网格”，积极引导党员代表、

党外知识分子、热心群众等参与人居
环境整治、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共同
打造美丽西河口。

夯实基础点，确保全流程公开。
对照政协六安市裕安区委员会2023年
工作要点，深入村（居）开展集中学
习、实地调研、交流座谈，不断发挥
政协作用，助推乡镇治理规范化建
设。邀请群众代表参加协商议事，把
协商达成的共识及时反馈给群众，鼓
励居民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引导居
民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力争形成共
识。

西河口乡

“三点”发力推进基层协商

(上接一版）
“老人家，80岁及以上首次办理

遗嘱公证免收服务费，以后有什么问
题，可以随时打电话咨询。”日前，
市新联会“两新组织”分会组织会
员，围绕市民关心的财产传承、房产
继承、赠与、遗嘱等公证法律服务需
求，走进东苑社区、金裕社区等地，
通过流动的形式、贴心的服务，为居

民提供法律咨询和公证服务。这只是
市委统战部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发
挥专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乡村振
兴的一个小场景。

近年来，全市统一战线聚焦“载
体建设”，释放效应增“活力”。以
“皖西新智汇”为总品牌，打造“皖
西新智汇·四送四进”“皖西新智汇·
新联心向党”“皖西新智汇·凝心聚

力”“皖西新智汇·e起行动”多个活
动品牌。其中，开展直播带货、农产
品推广等200余场，销售额5000万
元。在市“两会”期间，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中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围
绕经济社会发展重难点问题建言献
策，提交提案、议案19件，为党委、
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凝聚统战“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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