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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以前是一片荒山，杂草丛生，
森林防火压力大，现今大变样了，才让我
明白什么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泥河镇八里村党委书记钱业胜，面对眼
前像一条条绿丝带般缠绕山间的 300 亩
黄金茶树，感慨地说。

近年来，我县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坚持以经济强、百姓富、生态美为立
足点，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区位优势等，
围绕“一村一品”“一村一业”发展思路，
深入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

头雁领航，让品牌树起来
干部队伍是乡村振兴的组织保障。

八里村党员干部坚持率先垂范、敢想敢
干，在产业振兴、基层治理、人才回引等
方面大有作为，被公认为“全镇最卷的
村”。

“我们就像亲密的战友，在乡村振兴
的路上一起摸爬滚打，大家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至于是荣是

损，这得老百姓说了算。”提及村“两委”
干部与选派帮扶工作队的相处合作，八
里村党委书记钱业胜和第一书记、驻村
工作队队长姚军一拍即合。

两位书记通力合作，带领村“两委”
班子和驻村工作队，因地制宜、因势利
导，统筹谋划当地“名特优新”农产品项
目，蹚出了一条“春品黄金芽、夏食蓝莓
果、秋收稻虾米、冬尝麻鸭蛋”的四季特
色产业路，2023 年初，八里村成功注册

“长文里”商标，通过生产加工、收购包
装、统一出售，发展品牌产业和订单农
业，稳步提升当地“土特产”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

用活资源，让产业强起来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八里村摸清闲置“家底”、盘活有效资源，
从而邀请项目入驻、更好发挥效能。大
力开发闲置荒山，着力盘活老村部资产，
2023年5月，通过乡村振兴衔接项目，将
老村部约 5 亩建设用地，建设蓝莓生产
包装车间，通过土地资源发包，已营收 8
万元。

“村里的土地多数是‘巴掌田’‘斗笠
田’，高低不平，大小不一，很难规模化机
械化生产，村里的青壮年大都外出务工，
只有老弱病残留守，劳动力不足，效益没
办法提起来。”谈到村里的田地，钱业胜
也曾一度犯难。

八里村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着力破解田块零碎、生产低效
问题，通过政策出资、集体主导、村民参
与，整村实施高标准农田整治 9100 余
亩，推动“小田改大田”“低产变丰产”，村
集体通过土地托管和流转服务等方式营
收455万元，让撂荒土地“生金聚银”，推
动产业发展，实现了粮食增产量、大户增
效益、农民增收入、党委政府增信心、村
集体增实力“五方共赢”。

能人帮带，让群众富起来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关键靠人。八

里村坚持支部引路、党员带路，以村党组
织领办合作社形式，激发返乡能人、种养
大户、致富带头人等群体的示范带动效
应，营造“致富一人、影响一片、带动一
方”的向好向上氛围。

八里村先后发展了 300 亩玫瑰花种
植项目、300亩黄金茶和240亩樱花种植
产业、1300 亩土地发展光伏农光互补项
目、700 亩蓝莓和香榧种植产业。2023
年，泥河镇八里村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
600万元，经营收益超100万元。

“ 采 茶 高 峰 期 的 时 候 ，每 天 用 工
200-300 多人呢。”唐庄生态茶园负责人
汪兴来介绍。随着乡村特色产业的做大
做强，实现了一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和
脱贫户家门口就业。

泥河镇八里村的“产业发展型”模
式，是我县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十大
模式之一，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有力实践。越来越多的群众在享受产业
发展成果的同时，正持续见证着庐江广
大乡村的新蝶变。

和美乡村美如画和美乡村美如画 幸福生活成色足幸福生活成色足

近日，位于庐江高新区的合肥博大精密科技有限公司车间里，员工和机器人正在加紧赶制计算机订单产品。该公司今年前11
个月完成产值7.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幅5%。 巢志斌 摄

■ 熊芬

为持续深化“一改两为”，真心实意
地为企业解难题、办实事、做好事，近
日，县市监局分管窗口负责人胡宗青来
到政务服务中心市监窗口开展“换位走
流程”活动，现场体验企业开办全流程
服务。

在一楼企业自助专区，胡宗青以服
务对象办事人员的角色在“服务专员”指
导下利用安徽政务服务网现场申办企
业，从名称自主申报到经营范围的自助

勾选，再到经营场所的自主承诺，不到半
小时即完成一户企业设立的申请。同
时，胡宗青还了解新推出的“一业一证一
码”改革，体验各环节全过程，以“帮代
办”“陪同办”等形式走近经营主体，从切
身体验中发现企业开办过程中存在问题
并给出了一些合理性的建议。

今年以来，县数据资源局认真践行
“一改两为”和“一线窗口办实事”活动，
通过局负责人联系窗口制度和窗口负责

人换位体验走流程方式，践行市监、资
规、发改委、环保、住建等窗口首席代表
争当金牌“店小二”，“零距离”为企服务
活动。推行延时、上门、节假日预约、帮
办代办等特色服务，实行青年干部周末
轮岗推动高频事项办理，大力开展“千项
办件看效能”，深入推进为民办实事、为
企优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不断提
升企业和群众的满意度。

（何文生 陈庆）

“换位走流程”优服务

前不久，一面书有“心系群众办实
事，为民解忧暖人心”的锦旗被送到县档
案馆。送旗人是一位姓白的女士。几天
前，王益兰在档案业务窗口值班时，接待
了她。当时白女士神情焦急，自述在落
实有关政策时遇到难题，需要提供档案
依据，因为事情紧急，她从北京赶来庐江
查找。了解到白女士的情况后，王益兰
凭借工作经验很快为其查询并复制了档

案。得知白女士仍有一件保存在北京市
东城区档案馆尚未查到时，为了让群众

“少跑一步路”，王益兰主动帮助白女士
通过“全国档案查询利用平台”向北京市
东城区档案馆提交申请，并电话联系东
城区档案馆悉心说明情况，及时为白女
士解决“跑路难题”。

近年来，县档案馆相继对接安徽省
数字档案资源共享平台、长三角一网通

办查档平台、全国档案查询利用平台，优
化档案查阅方式，加强馆际沟通，实现档
案信息高效共享。今年以来，已向社会
公众提供异地查档服务120余人次，真正
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群众
足不出县就能查询利用全国各地档案资
源，不断在档案为民、档案便民上续写新
篇章。

（钱雅菲）

“数据多跑路”解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