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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导读

飞鲤镇：公益“小”岗位 托起“大”民生

坚定不移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现代化美好郎溪建设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乡村振兴

郎溪讯 12月 5日，安

徽省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

厅长周天伟一行来我县调

研森林防火、安全生产等工

作，宣城市应急局党委书

记、局长孔祥斌，县委书记

嵇文，县领导柯鸣、王鹏陪

同。

周天伟一行先后来到郎

溪县伍伢山国有林场、郎溪

县南方水泥矿、郎溪华茂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现场了解

森林防火、安全生产等情况。

周天伟对我县近年来

建设和发展取得的成就给

予了充分肯定。他强调，在

应急防火方面，要加强协同

防控，发挥林业部门专业优

势和应急部门综合优势，联

合研判发布火险形势。在

安全生产方面，要做实做细

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加

强安全管理，及时消除苗头

隐患。同时，要推深做实安

全宣传教育，广泛运用“案

例教育法”，用鲜活的案例

普及安全知识，提高公众安

全意识和应急能力，形成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的浓厚氛围。 （胡子涵）

郎溪讯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县坚持抓党建促治理助发展工作思路，以

精细网格、积分兑换、红色服务为抓手，统筹整合基层治理各方面资源要素力

量，探索建立“三微三新”模式，着力打通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激发基层治

理大能量。

“微网格”优化治理“新格局”。以主题教育为契机，深入检视基层治理工

作中存在的网格体系混乱、队伍力量不强、治理效能不高等突出问题，按照

“地域相邻、人缘相亲、规模适度、方便管理、便捷服务”的原则，在网格划分上

做“加法”，88个村科学设置网格687个，配备网格长687名、网格员1837名，

构建覆盖全面、配置合理、服务高效的网格化管理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基层治

理水平。突出党建引领，充分发挥网格党支部“磁吸力”作用，由村“两委”干

部担任网格长，广泛吸收“两代表一委员”、老干部、老党员、群团组织等多种

自治力量，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体系，提高网格管理精细化水平。

“微积分”激发治理“新活力”。针对主题教育期间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的党

员群众参与治理程度不高的问题，我县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以“微积分”作为

基层治理的“小切口”，结合村情实际，将志愿服务、人居环境提升、村规民约

等内容纳入积分项目，建立积分兑换制度，对党员群众积分实行“一事一记

录、一月一公示、一年一评比”，激励党员群众变“要我参与”为“我要参与”，主

动参与各项村级发展工作，有效凝聚起基层治理的强大合力。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全县共有2100余名党员群众参与积分兑换活动，“服务变积分、积分换

奖励”，进一步激发党员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动力、活力和向心力。

“微服务”提升治理“新效能”。坚持把为民办事、为民服务作为主题教育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网格员队伍和红色代办队伍建设成为基层治理末梢的

硬核力量，在配齐、培养、用好两支红色“微队伍”上持续发力，着力锻造能力

过硬、业务精通、服务到位的高素质为民服务队伍，助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该县制发《关于在全县开展“红色代办”争当“红色先锋”的实施方案》和《网格

员职责清单》，明确红色代办员服务对象、方式、内容三项清单，科学制定7类

50项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清单，厘清代办员和网格员的基本职责，让两支红

色队伍真正承担起采集基础信息、收集社情民意、服务党员群众、排查安全隐

患、化解矛盾纠纷等基层治理工作，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顾维林）

郎 溪 讯 “ 芡 实 遍 芳

塘，明珠截锦囊”。初冬时

节，位于飞鲤镇南漪湖的万

亩芡实基地进入采收季。

走进万亩芡实基地，一

艘艘采收船在水面上不停

地划过。成熟的芡实经过

吸盘自动脱粒、过滤、冲洗

后被收集到船上，仅需 20

多分钟时间，就能采收满满

的一袋。记者看到，完全熟

透的芡实已经变成黑色，犹

如一颗颗诱人的黑珍珠，粒

粒饱满，现场呈现出一派繁

忙景象。

“别看它们外面不好

看，里面的果粒白如莲子，

细如珍珠，非常值钱，一斤

湿果粒在市场上能卖到 4

元左右,现在每亩产量 450

斤左右，2000 亩的水面大

概能实现产值360多万元，

让当地的种植大户和村民

实现了双增收。”种植户薛

曾友介绍说。“今年11月开

始采收芡实，整个收割周期

有25天。

2016年，薛曾友看中芡

实市场行情和当地种植环

境 ，从 2016 年 开 始 植 芡

实。芡实又名“鸡头米”，生

长在池塘、湖沼中，是一年

生睡莲科水生草本植物。

药食兼备的芡实富含多种

营养成分，煮粥、甜品是上

佳的选择。

在芡实种植过程中，薛

曾友不仅自己获得了丰厚

的收入，还带动了周边村民

的就业。每当芡实收割季

节，许多村民都会来到基地

帮忙采收芡实。“我们在这

里干活，每天能赚 100 多

元。”一位村民告诉记者，

“而且，芡实基地还为我们

提供了免费午餐。”

为什么采用机器收芡

实？薛增友说，相比人工，

利用专业的机械采收船进

行采收，能自动过滤掉泥沙

和水草等杂物，大大提高芡

实果粒打捞的工作效率，降

低劳动强度，节省人力物

力。现在依靠机器在冬季

统一从水底捕捞，一艘船每

天能打捞 3000-5000 斤左

右，不但效率更高，而且还

节约成本。

飞鲤镇紧挨南漪湖，域

内水网密布、河道纵横，有

着天然的种植优势，当地依

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优

势，制定了发展芡实种植的

产业规划，积极调整产业种

植模式，以点带面，促进产

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

“小小的一颗芡实承载

着特色种植产业的希望，我

们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

注重强化名特优产业培植,

因地制宜推进特色种养业

带动种植户增收。”飞鲤镇

农业农村岗负责人魏源生

介绍：“下一步我们将以芡

实种植作为契机，开展深加

工不断提升附加值，提升产

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助

力乡村振兴。 （余克俭）

郎溪讯 正值初冬，走进凌笪镇下吴村，一条条蜿蜒的农村公路连接着村

庄和农户，公路两侧，则是一望无际的茶园随着山势高低起伏。在这里，茶园

和公路共同织就了一幅“车在绿中行、人在画中游”的美丽画卷。

曾经，这里的大部分村民以种田为生，联通村外的只有黄土路，“晴天浑身

土，雨天一脚泥”是这里的日常。自从路修到了家门口，家家户户开始种植起

了茶叶，茶产业成为了这里全面助推乡村振兴的突破口。不仅如此，得天独厚

的自然风光还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到此观光旅游，小山村自此找到了一条生

态致富路。

近年来，为有效带动乡村产业发展，我县持续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把

“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路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保障措施，通过

不断补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让道路成为助推乡村振

兴的产业路、致富路、幸福路。

截至目前，我县已建成新和绿道、龙须湖绿道、通湖绿道、S202郎溪美丽

公路等12条美丽公路，建设里程98.5公里。 （李希蒙）

省应急厅主要领导来郎调研
以调查研究和检视整改为抓手——我县着力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飞鲤镇：芡实采收富农家

美丽农村路串起乡村振兴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