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濉溪周刊

本报讯 今年以来，濉溪县
南坪镇大力推进“清牌减负”工
程，为基层松绑释重，不断增强
村级组织的整体效能，助力基层
干部“轻装前行”。

清理规范牌匾制度。借鉴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社区减
负经验，梳理村级组织功能清
单，规定村级阵地应当具有的各
项功能及对应的站室。明确村
级挂牌指导目录中规定的“4+2+
9”挂牌外，未经审核备案不得新
增挂牌，依据清单对非村级组织
职能的牌匾进行清理。

整合办公活动资源。结合
站室功能，对村级组织各类站室
进行整合，在落实部分站室“单
独设置”要求基础上，该并的并、
该调的调、该减的减、该撤的撤，

确保各类站室设置合理，资源充
分利用。按服务内容划分功能
区，设立工作站标牌，以实现站
室功能为目标，确保各项工作内
容落实到位。整合现有阵地建
设的各类资源，建立部门间沟通
协调机制，共享各类软硬件设
备。

有效发挥阵地功能。在精
简、整合阵地站室的基础上，建
立针对村级组织阵地建设的综
合督导机制，督导各部门履行阵
地建设管理指导责任。进一步
理顺工作职责，推进村级岗位融
合，实现一人多岗。坚决避免

“挂空岗”“设虚岗”，防止有阵地
没岗位和岗位职责不饱和现
象。配强工作人员，针对不同阵
地功能，定期组织各类活动，让
静态阵地动起来、活起来，切实
发挥阵地能动作用。

本报讯 “小麦秸秆品质好，
是养羊的好饲草，便向村委会预
订了60亩。今年秸秆成了‘香饽
饽’，要是晚了，还收不到呢。”近
日，在濉溪县百善镇马乡村，开
办规模养羊场的李恒利向村民
说。

在百善镇，像李恒利这样争
先恐后收储秸秆养羊百只以上
的规模羊场有 23 家，养牛 50 头
以上的规模养牛场有20家。

百善镇每年秋种小麦 24 万
多亩。夏收秸秆禁烧以来，大量
的小麦秸秆如何综合利用，变废
为宝？当地尊重农民意愿，采取
秸秆离田，多措并举综合利用，

充分发挥濉溪浦发生物质发电
厂坐落本镇的优势，引导各村做
好秸秆文章。较近的苇菠、徐楼
等周边村，直接把秸秆打捆离田
卖往电厂，既解决了秸秆不离
田不能夏种的难题，又增加了
村民农机打捆、运输劳务收入，
还能壮大村集体经济，一举三
得。离电厂较远的柳孜、黄新
庄、茶安 3 个村，建成收储 1 万
吨的标准秸秆场，把秸秆揉丝
深加工后卖往新疆、内蒙古等
地做牛羊饲草，推动秸秆升值
增收。积极推广秸秆肥料化、
饲料化、基料化、能源化、原料
化利用技术指导服务，做好秸
秆产业化利用工作，为秸秆综
合利用拓宽了新路径。

本报讯 近日，铁佛镇团委、
妇联、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办公室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主线，开展“思教小课堂”进校园
活动。

小手拉大手，秸秆禁烧我先
行。在铁佛中心学校店孜小学，
志愿者以案为例，从什么是秸秆
禁烧、焚烧秸秆的危害、秸秆综
合利用的途径、秸秆禁烧相关法
律法规等方面科普相关知识，呼
吁和倡议同学们争当“环保小卫
士”。以“小手拉大手”，全方位
带动家人、亲朋和邻里共同投身
蓝天碧水保卫战。

绿书签进校园，护苗行动
我践行。现场组织学生观看护
苗行动系列宣传片，志愿者将
自身实际与宣传片相结合，进

一步提高同学们对“扫黄打非”
的认识，增强辨别盗版书籍的
能力，引导大家阅读正版书籍，
养成良好网络行为习惯，树立
崇尚科学的健康观念。活动最
后，全体师生在条幅上签下自
己的名字，践行“护苗我先行”
的承诺。

反对邪教，安全意识筑心
间。志愿者通过说文解字、宣传
短片、危害案例、知识竞答等方
式，提高学生们识邪、辨邪的能
力，引导学生树立崇尚科学、防
范邪教的思想观念。

下一步，铁佛镇团委、妇联
将进一步发挥职能，切实扛起关
心、引领青少年的职责，持续开
展“思教小课堂”进校园系列活
动，用心倾听，用爱助航，给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注入源泉，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扎
根在未成年人心田。

本报讯 日前，记者在濉溪县五沟
镇，界沟矿安置房项目建设现场看到，施
工车辆往来穿梭，设备轰鸣不断，半数楼
栋已经封顶。“在五沟镇党委、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项目正在加快进度，预计主体
楼栋今年8月全部封顶，明年7月全部完
工。”施工方负责人介绍道。

界沟矿安置房项目涉及搬迁安置张
圩村前闫、后闫和张圩三个自然庄及界
沟村后桥、任大庄两个自然庄，总户数
644户，居民2300余人，进展情况备受当
地群众关注。

界沟矿安置房项目的稳步推进，只
是五沟镇加快转型发展的一个缩影。近
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当
地党委、政府团结带领全镇党员干群，围
绕建设新型城镇化示范镇，以排头兵的
姿态和先行者的担当，统筹推进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有
力保障民生福祉，在克服重重困难中走
出坚定步伐。2023年，全镇财政收入完
成2.57亿元，同比增长6.1%；规模企业产
值完成19.4亿元，工业营业收入完成22
亿元；完成全社会固投4.98亿元，同比增
长79.5%；限上单位零售销售额完成0.71
亿元，累计增长 14%。镇域经济持续稳
定增长，招商引资成效显著，全力以赴为
市场主体解决场地、用工等实际问题，营
商环境持续优化，促进企业提质增效和
地方经济发展。各项事业硕果累累，接
连荣获安徽省“美丽乡村·数字赋能”数
字乡村建设优秀乡镇、省级森林城镇、省
级卫生镇等荣誉称号。

重大项目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
擎。五沟镇围绕全县主导产业发展，聚焦

“纺织小镇”“新能源小镇”“水产小镇”建设，
奋力打造“皖北长三角绿色水产品生产加工
供应示范基地”。坚持因地制宜、扬长补短，

稳步推进集体经济大楼、淮北煤矿自发自用
分散式风电、界沟矿安置房等项目建设。高
标准大棚项目建成使用，年收益约35万元。
立足自身条件和优势，在“土特产”上持续用
力、久久为功，加强“五沟香”系列农业品牌建

设，提升白沙牛肉、五沟麻椒鸡、庙前麻油等
“一村一品”品牌效应。推动五沟鳜鱼做优
做强，3500余亩水产养殖园年产鳜鱼、螃蟹
等水产870万斤，产值1.1亿元，加快把特色
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产业优势。

本报讯 近年来，濉溪县濉溪镇坚持
党建引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先进经
验，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加
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农业更强、
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乡村要振兴，环境是底色。濉溪镇
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大宣传
力度，得到群众积极响应、全力支持，大
力实施“六清一拆一改、四净两规范”等
工程。将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作为环境整
治的重要抓手，加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动态管理。设立乡村振兴“积分兑换超
市”，营造挣积分兑物品的浓厚氛围，有

效调动群众主动参与的积极性，激发“村
里事”到“家家事”“要我干”成“我要干”
的内生动力，不断提升村民生活幸福感、
获得感。

濉溪镇以留住最美乡愁为出发点，
捧起“生态碗”、吃上“旅游饭”。打造
2024年“千年古集·烟火蒙村”庙会，吸引
千余商家前来布展，近60万游客赏非遗
民俗文化、品淮北美味食品、看乡村别样
烟火带动当地综合收入约812万元，满足
民众物质和文化需求的同时，赋能乡村
振兴。立足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生态优
势，创新开展“党支部引领合作社”工作，
通过“三引一带”模式，集中力量打造“强
村公司”，将“资源变资产、田园变产园、

乡村变美景”，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也带动了群众参与农业发展的积极性，
助力乡村振兴。

濉溪镇传统乡土文化资源深厚，生
态环境日益改善。当地立足丰富的乡村
文化活动，依托农村大舞台举办“四季村
晚”，积极开展新时代文明志愿服务宣传
活动，不断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以口袋公园、休闲农业为支撑点，打造有
利群众出行、方便市民观光的靓丽风景
线，为乡村振兴立根铸魂。以办好群众
身边小事为切口，充分发挥党员先锋作
用，主动下沉深入群众，访民情、听民意、
解民忧、暖民心，真正将服务窗口延伸到
群众家门口。今年以来，全镇5个行政村

主动收集群众建议，有效解决矛盾、困难
近百件。

加快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
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濉溪镇制定出台
红白理事会制度和村规民约，充分发挥

“五老成员”“乡贤人士”特色宣讲品牌作
用，广泛开展“好婆婆、好媳妇、最美庭
院”评比活动，让乡村文明“活”起来，让
百姓精神“富”起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把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
家”、把“志愿红”的温暖传递给需要的人
群，切实发挥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密切党
群干群关系、培育社会文明风尚的作用，
以实际行动营造了文明向上的社会氛
围，描绘出村美民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本报讯 平安建设人人有
责，平安成果人人共享。今年以
来，刘桥镇不断探索平安建设新
路径，使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
度持续提升。

加大平安建设宣传覆盖。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充分利用广播、微信群、入户走
访，发动各村平安建设志愿者
开展活动，张贴宣传画及条幅
千余处，发放相关宣传彩页、布
袋、水杯和问卷测评等万余份，
不断扩大平安建设宣传的覆盖
面。

增强政法干警工作力度。
民警在中小学、幼儿园门口坚守
护学岗位，保障上下学交通安
全，在道路要口持续开展交通秩
序整治等查处教育活动，强化遵
守道路交通法规意识，降低事故
发生率。

统筹志愿力量促进法治。
组建幸福乡村文艺志愿者服务
队、文明乡风艺术团志愿服务
队，发挥普法宣传力量，自编自

演法治小品、戏曲唱词、快板等
节目，拓宽普法宣传新路径。发
动各村平安建设志愿服务队每
天早晚定期巡逻，处理矛盾纠
纷，构建平安和谐刘桥。

发挥各村网格驿站力量。
在各村党小组、协商议事驻点、
积分超市、网格员家中等设置网
格驿站39处，促进网格化建设与
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村民所有

“急难愁盼”都能及时咨询、反
映，由驿站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排
忧解难。通过网格驿站收集问
题诉求40余个，排查化解各类矛
盾纠纷等20余件。

提升综治协管调处能力。
积极发挥各村综治协管员力量，
按照“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矛盾不上交”的工作思路，用群
众来教育群众、用群众管理群
众、最后群众共享的模式，早预
防、早了解、早防范、早处理的

“四早”工作方法，有效降低邻里
矛盾的发生率，不断提升人民群
众幸福感和满意度，努力为建设
更高水平的平安刘桥、法治刘桥
作出新的贡献。

麦浪翻滚，金穗飘香，六月的田野，
丰收的喜悦随风荡漾。在濉溪县四铺镇
洪南村经济合作社的小麦种植基地，繁
忙丰收景象扑面而来。马达轰鸣间，穿
梭的农人、收割机和运粮车，正共同奏响
夏粮丰收的乐章。

“我们经济合作社的小麦今天正式
开镰，从目前收割情况看，已过磅小麦亩
产 1040 斤，可为集体创造收益 20 多万
元。”洪南村党总支书记赵宏亮介绍。当
地地处濉溪县南部，耕地面积 9758 亩，
北依沱河，是传统农业村。然而，近年来，

“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成了困扰村“两
委”的迫切难题。2019年，洪南村成立了
党建领办的集体经济合作社，同时鼓励本
村村民创建家庭农场，集体累计流转土地
3400余亩，创成2家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
场、1家市级示范农民合作社。

党建领办合作社盘活了村集体经
济，也让更多村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
益，在家门口实现充分就业。全村每年
到合作社务工的农户有40余人，人均可
增加年收入近万元。

打破田块，增加有效耕种面积，同步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耕地量质双提
升。如今，每逢农忙，濉溪县四铺镇工作
人员总比往常更忙一些。从“耕、种、浇”
到“防、收、销”，洪南村通过党建领办合作
社，实现了农业生产全产业链统一规模经
营。

“我们在抓好小麦抢收抢种的同
时，将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除为农户提供耕、种、收等机械化服
务外，还加强优质高产品种、配套栽培技
术和机械化作业等技术推广应用。”四铺
镇负责同志表示，当地将持续加强各种
农业技术服务，力促秋季粮食增产丰收，
点亮乡村产业发展致富路，绘就乡村振
兴好“丰”景。

本报讯 近日，走进濉溪县韩村镇建
元村生姜种植大棚，郁郁葱葱的姜苗长
势喜人，嫩白生姜你追我赶顶土发芽，空
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辛辣清香。

种植户周斌一大早来到生姜地里，
浇水、除草、疏苗，严格做好日常管护工
作。“我今年种植的生姜有 10 余亩，3 月

份开始种植，长势很好。”据其介绍，依赖
当地疏松肥沃的土壤和温暖适宜的气
候，生姜预计今年10月收获，每亩产量在
1万斤左右，效益可观。

生姜在沙壤、黏壤等土壤都能生长，
适应性较强。同时，生姜全身都是宝，富
含蛋白质、糖、维生素等营养元素，具有
补气益气、清肺润肺、排毒解毒等功效，
姜苗、姜块、姜粉、秸秆都有利用价值，还

具有产量高、易管理、生产周期短等优
点。建元村部分种植户先行尝试，积极
调整种植结构，学习周边县市成熟生姜
种植经验，请来技术专家上门指导，推动
实现规范化种植和精细化管理。

“生姜种植和后期管理收获需要大
量劳动力，可为附近群众提供就业机
会。每亩地可带动30名群众就近就业，
每人每月可增加收入3000元左右。既可

帮助老百姓增收，又能壮大村集体经
济。”建元村党总支副书记周望东说道。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近年
来，韩村镇建元村聚焦产业带动，发展
葡萄、红薯、生姜等特色农业种植，做好
土地“活”文章，以农业结构调整全面推
进农民增产增收，助推乡村振兴发展，
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充实，也越来越有盼
头。

百善镇做好禁烧后半篇文章

只要利用好 秸秆就是宝

南坪镇“清牌减负”

助力村级组织“轻装前行”

刘桥镇探索平安建设新路径

铁佛镇“思教小课堂”进校园

濉溪镇书写和美乡村“诗和远方”

捧起“生态碗” 吃上“旅游饭”

开启新型城镇化示范镇建设新篇章

五沟镇重大项目“加速跑”

风吹麦浪好“丰”景 奏响夏收新乐章

生姜产业兴旺 乡村振兴有望

在濉溪县四铺镇洪南村，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五沟镇界沟矿安置房建设加快推进。

■ 通讯员 吴朋朋

■ 记者 闫肃 通讯员 朱敏

■ 记者 闫肃 通讯员 孙威

■ 记者 闫肃 通讯员 吕慧莹

■ 通讯员 陈若奎

■ 首席记者 肖干
通讯员 郭子文 摄影报道

■ 首席记者 肖干 通讯员 刘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