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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播正在电商平台的直播间内介绍各式木梳。。

润发梳业的展示柜里，，各式木梳琳琅满目。。

木梳企业电商负责人徐展鹏和公司同事交流电商运营心得。。

提起木梳， 总会让人想起临窗梳
妆，对镜贴花黄的唯美画面。 相比快消
时代的塑料制品，木梳温润的手感下，
是沉淀经年的历史。

圆木锯为方片、褪去余料、打磨光
滑、上漆涂色，由一棵树到一把梳的转
变，在泾县榔桥镇已经上演了千年。

这个只有三万多人的皖南小镇 ，
却有着一个“国字头”的称谓。早在 2004
年， 榔桥镇就凭借悠久的木梳历史和
精湛的制作技艺， 被中国轻工业联合
会评为“中国木梳之乡”。

如今，搭乘着新电商的快车，已有
千年历史的榔桥木梳，真正脱胎换骨，
实现产业振兴， 一把把小木梳走进了
千家万户。

历史：木梳之乡的前世今生

在泾县榔桥镇， 几乎没有人不认
识徐福海，大家都习惯尊称他一声“徐
老 ”。 徐福海在当地能有如此高的威
望，和木梳有关。

今年 79 岁的徐福海， 籍贯江苏常
州，生于上海。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
被下放到泾县榔桥镇溪头村， 成为公
社综合厂的一名负责人。

来到榔桥后，徐福海得知，因为地
处皖南山区、木材众多，榔桥镇的木梳
历史悠久， 最早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
时期，发展至明清时期达到相对鼎盛。
其中， 制作考究的黄杨木梳和枣木梳

曾被皇宫大内采办为御用梳妆用具，因
此又有“宫梳”的美誉。

徐福海记得 ， 综合厂当时有铸
铁、裁缝 、剃头匠等各种手艺人 ，却唯
独没有制作木梳的匠人。 他决定把这
门濒临失传的传统手工技艺找回来 ，
于是请了十几个曾在常州梳篦厂做
活的师傅。

十几个师傅来到厂里后 ，很快带
了几十个徒弟 。 徐福海耳濡目染 ，也
学会了制梳技艺 ，甚至做得比旁人还
要好。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徐福海第一个
在当地创办“徐氏工艺品厂”，专门生产
木梳。在徐福海的带动和国家富民政策
的支持下，当地农户纷纷效仿，榔桥木
梳得到迅猛发展，逐渐成为当地的主导
产业。以榔桥镇溪头村为中心的周边乡
村陆续出现了众多木梳作坊、 工厂，家
家都有人会做木梳。到 2000 年前后，榔
桥的木梳加工厂及作坊遍地开花，从业
人员两千余人。

做木梳看似简单， 其实备料讲究，

制作程序相当复杂，木梳是精雕细琢的
产物。 在选料上，榔桥木梳常用木材有
黄杨木、枣木、楠木、樱桃木等，而取材
部位一定要是整株木材最通直粗壮的
部位，以保证材质均匀、纹理美观。在制
作上，榔桥将流传千年的木梳工艺与徽
雕文化相结合，前后要经过切盘、切片、
蒸煮、开齿、打磨等 28 道工序，不同品
类的梳子后期加工还要分别增添若干

道制作工序。
“以前一个人雕花，一天最多雕一两

把，还雕得不太统一。 现在机械化生产，
一天都是两三百把。 ”为提高生产效率，
以徐福海为首的一批工艺技师， 不断探
索机械生产经验，经年累月下，榔桥木梳
的制作不仅实现了由家庭作坊向专业化
生产的转变， 而且培养出大批木梳专业
生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2004 年， 榔桥镇被中国轻工业联
合会授予“中国木梳之乡”称号。 2014
年，榔桥木梳的制作技艺顺利入选安徽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困惑：如何把木梳卖向全国

木梳产业壮大后，成品木梳如雨后
春笋般冒出。 梳子在周边城市热销，可
因为木梳经久耐用、复购率低，怎么保
持好的销售势头？这个问题难住了当地
所有木梳从业者。

胡桂荣是徐福海的儿媳妇，算得上
当地制售木梳的第二代传承人。 1997
年，胡桂荣和丈夫从公公徐福海的厂子
独立出来， 创办了自己的竹木工艺厂，
开始自主创业。

为了将梳子卖得更多、更远，她和
父辈们一样，背上一大袋木梳，往各个
城市的批发市场里扎。 从泾县到宣城，
从宣城到合肥，从合肥到上海，一城又
一城， 靠着一张张卧铺票东奔西走，胡
桂荣谈下了一笔又一笔生意。

商海暗流涌动， 胡桂荣的创业之路
并非一帆风顺。常常是生意谈好了，可代
销之路又艰又险， 货卖了， 经销商不给
钱。 胡桂荣意识到，想要发展，就不能坐
以待毙，守住传统销路固然重要，但只有
将企业做大做强、打响品牌、拓展新的销
售渠道，才能让企业获得长足的发展。

2002 年， 胡桂荣成立了泾县润发
梳业有限公司，注册了木梳品牌“缘木
轩”，并先后尝试电话推销、建网站、开
拓外贸渠道、 电商销售等各类办法，扩
大品牌影响力、拓展销路。

经过十多年的不懈探索，润发梳业
越做越大。 2003 年，胡桂荣被评为安徽
省第一批农村致富带头人 ，2005 年参
与起草编制《中国木梳行业标准》,2015
年担任泾县电子商务协会会长 ,2017
年，“缘木轩”被评为“安徽老字号”。

带着梦想和一股子冲劲，胡桂荣成
功将榔桥木梳带出安徽， 卖向全国各
地，甚至远销海外。

飞跃：一天卖出五千把木梳

走进泾县榔桥镇溪头村的木梳产
业园，各种机械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车
间里是一片热闹的景象，工人们正在忙
碌地制作木梳。

而在二十多公里外的泾县电商产
业园内，工人们同样忙个不停，他们正
将亟待发出的木梳进行打包。

“这把梳子是高端檀木梳，手工双
面祥云，现在下单有优惠哦……”在位
于泾县电商产业园的润发梳业的直播
间， 伴随着女主播热情洋溢的介绍，5
分钟不到，缘木轩的拼多多直播间里就
涌进了近百人，一分钟不到，卖了十几
把木梳。

“这不算什么，我们每天的快递面
单打出来，有好几本书那么厚。 到了销
售旺季， 有时候一天能卖五千多把木
梳。”对于直播间的销售成绩，润发梳业
电商负责人徐展鹏习以为常。

徐展鹏是胡桂荣的儿子，也是榔桥
木梳的第三代传承人，从小对木梳耳濡
目染的他，留学回国后，负责润发梳业
的电商销售。

作为新时代的木梳传承人，徐展鹏
顺势而为，将目光瞄准了新电商平台拼

多多。徐展鹏介绍，2017年，“缘木轩”品
牌入驻拼多多。 截至目前，在平台年销
售额一千多万元， 占公司总销售额近
一半。

在榔桥当地，像徐展鹏一样借助新
电商，实现企业转型升级，并非孤例。越
来越多的木梳企业，正在全力尝试开拓
线上渠道。

今年年初， 溪头村的查成林抱着
试试看的心态， 开始在拼多多销售木
梳。半年不到，销售量就接近 10 万单，
最多时一天销售了 1500 单，这让他始
料不及， 也坚定了他继续发力电商销
售的决心。

未来：“多多新匠造”助力“乡
村好物”实力“出圈”

“时代发展太快，从生产到销售，都
在飞跃，和我们那时候已经不能比。”徐
福海直言，看着榔桥木梳产业借助电商
平台远销全国， 品牌影响力逐步扩大、
产业不断兴旺、文化得到传承，作为榔
桥木梳产业的奠基人，他惊喜不已。

据榔桥镇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榔
桥镇现有木梳生产销售企业 110 余家，
从业人数 3300 人。近年来，在电商的带
动下， 木梳行业年产值达 2.5 亿元，电
商销售额占 50%以上。木梳产业为地方
经济建设、乡村振兴、解决农村剩余劳
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广阔的乡村地区，传统手工业
一直都是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手段，但
很多地区的手工产业常常因打不响品
牌、拓不开销路，导致产业式微，甚至是
手艺失传。”据拼多多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重新激活并传承乡村的手工产业，带
动村民创富增收，7 月 29 日，拼多多正
式启动“2022 多多新匠造”行动 ，深入
乡村产业带，推动各地乡村好物实力出
圈，榔桥木梳就是其中之一。

未来， 拼多多将投入 10 亿元级别
的专项流量资源和补贴资源，全面促进
“匠心好物”出村进城；扶持优质的乡村
产业品牌，推动传统手工业、第二产业
进行品牌化升级；同时，成立专项培训
团队，开发针对手工产品的电商培训课
程，培育至少 10 万个新农商。

“梳乡”不尽春潮涌，且趁东风书新
篇。 从家庭作坊到机械化生产，从传统
代销到电商销售，榔桥木梳完成了一次
次华丽的转身，也“梳”理出乡村振兴的
新思路。

搭乘新电商快车 千年小木梳做成大产业

“空调突然出故障 ， 员工们
热得没法工作 。 跟物业反映后 ，
十多分钟就修好了 ，客服管家服
务质量很高 。 ”安徽省路港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路面分公司负责
人说道 。

安徽蜀城科技产业服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蜀城公司）发挥“红

色物业”作用，积极开展进企业服
务， 有效提升园区精细化治理水
平。 “我们每天都会派专人专点走
进企业，园区四、五期目前共有企
业 200 多家，自 6 月份开始每月覆
盖一次 ， 深入一线了解他们的需
求。 ”蜀城公司经理黄秀娟介绍。

完善队伍建设 ， 提升服务品

质。 今年以来，蜀城公司成立了一
支由党员带领的服务团队 ， 将物
业服务与基层党建 、 基层工作有
机融合 。 同时构建园区智慧消防
系统 ，通过 “人防+物防+技防 ”体
系共同保障园区安全生产 。 黄秀
娟介绍 ， 公司上半年共完成绿化
修整、电梯厅亮化 、地下车库积水

清理等企业报修 483 起 ， 完成会
务服务 112 场次。

落实疫情防控 ， 保障园区安
全。 今年以来蜀城公司充分发挥党
员先锋示范作用，立足“红色物业”
的高要求、严标准，紧贴防控形势，
及时制定、细化防控措施 ，不断提
升物业服务品质和水平，持续为高
质量发展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提供助力。

（黄庆 李衡）

“红色物业”进企业 园区服务再提升

为持续提升“获得电力”水平、
优化营商环境，今年以来 ，国网阜
阳供电公司围绕“清廉皖电”建设，
坚持惩、治、防并举，一体推进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为企业持续健
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纪律保障。

保持案件惩治力度，强化“不敢”。
充分发挥“纪检+服务”，督促严格履行
“一岗双责”， 紧盯关键岗位、 关键环
节，在业扩报装、台区治理等重点领域
开展专项督查；坚决查处吃拿卡要、推
拖虚浮等损害客户利益问题。

深化以案促治工作 ，强化 “不
能”。 制定纪律问责、绩效奖惩及组
织处理办法，完善内部管理重要事
项并纳入督办。 针对执纪中发现的
管理问题和廉洁风险 ，下达 《以案
促改通知书》， 督促案发单位及时

整改并建立长效防范机制。
推进廉洁文化建设 ，强化 “不

想”。 大力培育和弘扬廉洁价值理
念，组织签订廉洁承诺书，举行“警
钟长鸣”廉洁践诺仪式 ，丰富宣教
模式 ,扎实开展“清廉皖电”大讲堂
活动，积极推动廉洁文化作品的创
作、传播，营造了崇尚廉洁、抵制腐
败的良好氛围。 （毕强 孟献良）

一体推进“三不” 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泾县幕桥社区同兴巷建筑大多
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同时靠近学校，
租户多，线路状况较差，不仅影响城
区环境美观，更存在安全隐患。近日，
国网泾县供电公司皖美党员服务队
在同兴巷正忙着更换电表箱，并对低
压导线、表后线等电力设备进行全面
整理。 “我家租户要求加装空调，正担
心老电线安全隐患， 线路改造后，住
起来就舒服多了。 ”居民夏煦辉说。

7月以来， 持续高温天气给电力
改造增添不少难度。 为减小居民受停
电影响，该公司推行“一户一改”电力

设备整治预约服务， 避开用电高温时
段施工。 “每天出动约 30人， 已完成
200 处杆上及墙铁线路整改， 修复表
箱 300多个，惠及约 6000户。 ”该公司
相关负责人朱佩文说， 目前设备整治
工作接近尾声，计划 8月底完成改造。

在加强电力设备安全隐患整治
的同时，该公司党员服务队主动对接
社区，围绕疫情防控、交通文明劝导、
环境卫生清理等内容，在废旧电杆整
治、安全用电宣传、电网改造升级等
方面发力，切实提高居民用电体验和
获得感。 （章明 黄昆）

改造老小区用电 优化服务办实事

“接到监察建议之前，这一程
序空白没有引起重视，长期缺少有
效监管，从而导致周某某以身试法
……通过你们督促召开民主生活
会并进行约谈， 指导我们完善制
度、规范程序，问题得到了有效整

改。 ”近日，凤阳县水务局某副局长
主动到县纪委监委说明监察建议
的落实情况。

为做深做细监督职责，凤阳县
纪委监委立足纪检监察职能，坚持
问题导向，依规依纪依法、实事求

是地提出纪检监察建议 ， 并采取
“提 出—督 办—整 改 —反 馈—回
访”闭环式监督问效机制。 建议制
发后， 通过督促召开民主生活会、
开展专项检查、 审核整改报告、约
谈等方式，督促被建议党组织或者

单位进行有效整改。 同时，该县纪
委监委不定期开展落实情况回访，
重点查看问题是否整改到位、是否
出现反弹等情况。

今年以来，该县针对重点领域
违纪违法案件，深入剖析暴露出的
问题，已及时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
18 份， 指出问题 20 个、 提出建议
28 条，现已督促整改落实 15 份、正
在整改 3 份。 （高兆锋）

强化整改落实 做深做细监督

“首先祝贺您家孩子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恭喜之余也提醒您要带头严格执行廉洁自律
各项规定，不要违规操办或参与‘升学宴’。 ”
日前， 来安县水口镇纪委工作人员对今年子
女升学的党员干部开展廉政谈话。

高考录取结果陆续出炉， 来安县纪委监
委坚持早提醒、早防范、早监督，打出全套“组
合拳”，狠刹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违规操办宴
请、借机敛财等风气。

该县纪委监委印发 《关于严禁违规操办
和参加“升学宴”“谢师宴”的工作提示》，严明
“八个严禁”，划定纪律红线。 通过召开警示教

育会议、发送廉政短信、开展廉政谈话、签订
廉洁承诺书等方式，强化纪律规矩意识，打好
思想“预防针”。 通过组建专项督查组，以专项
检查、随机抽查、明察暗访、直达现场等方式，
深入餐饮场所，紧盯收受礼金、异地操办、分
批操办、有意规避监督检查等问题，坚持从严
查处。

此外，县纪委监委积极拓展问题线索来源，
畅通群众信访举报渠道， 对监督检查发现和群
众反映的问题线索，重点交办督办，对顶风违纪
者严肃处理，目前已签订廉洁承诺书 112份，开
展集体谈话 74人次。 （陈敬波 李春）

近日，来安县三城镇纪委组织党员干部、
村级纪检委员开展 “齐绘廉洁扇·清风入人
心”主题活动，体验廉洁主题文化手工制作，
营造倡廉洁、扬清风的良好氛围。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团扇、水
彩颜料及绘画工具，集中演示手绘方法。 观众
们以“廉洁”为主题进行“廉”扇创作，各自着
手绘制“廉”洁团扇。 经过近一小时的精心创
作， 活动体验者们在洁白的团扇上勾勒出一
朵朵“出淤泥而不染”的夏日清荷。

“在‘绘廉扇’的创作过程中，我不仅享受

到绘画乐趣，对廉洁文化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
解和思考。 ”该镇河口村纪检委员李养杰说。随
后，参与本次活动的党员们积极踊跃地将“绘
廉扇”的优秀作品分享转发到社交平台，让身
边更多人切身感受到廉洁文化的熏陶。

扇子虽小，寓意深远，团扇摇曳扇出的是
凉爽微风，更是清廉正义之风。 下一步，三城
镇将不断拓展廉洁文化宣教新形式， 让廉洁
文化进一步浸润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心田，营
造出“人人讲廉、人人爱廉、人人助廉”的文明
新风尚。 （吴静）

“我用微信扫一扫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
点通’宣传页上的二维码，困扰了我近三年的
土地确权证终于办理过户了。”8 月 5 日，来安
县雷官镇雷官村村民张如敏拿着新办的土地
确权证，在“监督一点通”平台上提交了“非常
满意”的评价。

2019年， 张如敏继承父亲留下的承包地，
因部分申请材料不符合土地确权过户手续，土
地确权证迟迟没有过户。 2022年 7月，村干部
上门发放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的宣传手

册，张如敏将问题在平台上提交反馈，雷官镇纪
委核实情况后转办给镇相关部门， 并督促加紧
落实，张如敏最终拿到了新的土地确权证。

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建立以来，
雷官镇召开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培训会
3次，张贴海报 30余张，发放宣传手册 8000余
册。 镇纪委将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及流程图发放
到村，扎实推进平台建设和任务落实，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群众身边延伸，让群众监督渠道更畅
通，基层治理更有效。 （潘炎 王爱龙）

“要改变‘熟人社会’的阻力，就要推进协
作区制度化建设，监督执纪由‘单打独斗’向
‘合力攻坚’转变。 ”近日，安庆市乡镇(街道)纪
检监察协作区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推进会在宿
松县孚玉镇召开， 在考察宿松县纪委监委第
三协作区时， 县纪委监委第三纪检监察协作
区主任叶群兵说。

“这条线索涉及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协作
区的力量联合查办。 ”该县纪委监委第一纪检
监察室在对问题线索进行深挖细查时， 通过
第三协作区提级办理， 进一步掌握了违纪事

实。 “在本月的‘四风问题’专项监督检查过程
中，大家通力协作，精准发现问题……”该县
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协作区主任罗军对近
期监督检查工作的成效进行总结介绍。

今年以来，当地各纪检监察协作区结合疫情
防控、乡村振兴等开展监督检查 133次，发现并
督促整改问题 92个。 宿松县纪委监委立足工作
实际， 不断完善乡镇纪检监察协作区运行机制，
统筹使用办案力量资源， 统一组织监督执纪，变
“一根线”为“一股绳”，充分发挥了协作区力量，
进一步激活基层监督“神经末梢”。 （石火旺）

打好“组合拳” 织牢“监督网”

手绘廉洁扇 夏日送“清”风

监督小微权力 推进平台建设

“协作区”激活基层监督“神经末梢”
国网泾县供电公司施工队员们在幕桥社区

同兴巷更换电表箱。 章明 摄

（（文//多多 图//韦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