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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助餐暖民心

▶ 日前，亳州市谯城区魏岗镇刘各村

老年助餐点，老人们在享受“幸福味”。

本报通讯员 武清海 朱 平 摄

◀ 近日，舒城县丰墩社区老年食堂内，

志愿者正在为老人提供用餐服务。

本报记者 许 昊 实习生 王鉴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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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见习记者 张彩莉
本报记者 沈 荟

去年春天，歙县长陔乡长陔村礼

教组村民向黄山“12345”服务热线反

映：村里众多溪流干涸，村民自建的自

来水管道无水可用，所幸还有政府前

几年修建的自来水管道，每天定时供

水，但之后干旱持续，供水时间越来越

短，且不稳定，村中青壮年都外出打

工，老人需外出提水，生活十分不便。

该投诉当天就被转交到歙县政府办，

县乡立即安排工作人员调查处理。

转眼一年过去了，长陔村村民现

在用水方便吗？日前，本报记者前往

实地探访。

拧不开的水龙头

4 月 20 日，群山环抱里的长陔村

古朴安静，路面整洁，清澈的溪流绕

村而过。农家小院里，村民们在清洗

着刚挖回来的鲜笋。

“我们一家人都住楼上，以前一

到 冬 天 就 犯 愁 ，虽 然 也 有 自 来 水 ，

但 水 压 不 够 ，水 根 本 上 不 去 ，偶 尔

上去了流量也很小，加上冷热水不

好 调 节 ，洗 澡 、冲 马 桶 都 成 问 题 。”

村民毕声荣指着自家 3 层小楼告诉

记者。

为 保 障 农 村 饮 水 安 全 ，2007 年

起，长陔村陆续实施供水工程，目前

已建有长陔片、礼教片、上村片、磻坑

片等 4 个供水工程。主要水源都是

山泉水引入蓄水池，时间长，管道逐

渐老化。村中管网被部分农户私自

开口接管，还有部分农户把供水工程

的水直接引入自建水塔，加上管道出

现渗漏水现象，造成池内蓄不满水，

水压低。

“以前，地势稍微高点的农户用

水就不正常。逢年过节，外出务工人

员返乡，农户们宰杀年猪、加工豆腐，

加上去年干旱，供水满足不了需求，

一天能收到好几条政务便民服务热

线转来的线索，太愁人了！”长陔村党

总支书记项振宇告诉记者。

重铺的自来水管道

农村饮水安全是一项重要的民

生工程，为解决群众用水难问题，黄

山市 12345 热线始终坚持以群众满

意为标准，坚持问题导向，将热线办

理与政务督查工作相结合，采用督查

督办的方式，对投诉办理过程和结果

进行跟踪。

“ 接 到 群 众 反 映 ，当 天 我 们 就

把线索转交歙县政府办，并要求一

周内反馈办理情况。”黄山市 12345

服 务 热 线 相 关 负 责 人 陈 翰 武 告 诉

记者。

随后，歙县有关负责人带着水利

局专业人员入户走访、实地查看，提

出解决措施，由县水利局安排技术骨

干进行实地勘测，拟定安全饮水解决

方案。长陔乡党委了解村民的需求

后，立即组织乡村干部入户实地调

查、分类汇总……

据 统 计 ，长 陔 中 心 村 统 一 供 水

总 户 数 1103 户 ，其 中 饮 水 不 稳 定

1004 户 ；既有统一供水又有自建饮

用水户 558 户，其中饮水不稳定 555

户。情况摸清后，该乡着手实施安

全饮水工程。

“以前的老水管都废弃了，全部

重 新 铺 设 新 水 管 。 道 路 上 的 这 条

‘伤疤’就是我们重新铺设自来水管

道而留下的，管道有总开关和分开

关，村民可根据自己的需要打开或

关闭分开关。”长陔乡副乡长方红水

补充说，“不仅如此，在安装自来水

管道的同时，我们还把消火栓一并

安装上，水表也从机械表换成了智

能水表。”

断流的自来水又通了

沿着村中小路往前走，十几分钟

后，便看到一个长满青苔的水塔，旁

边还有一个消毒装置。推开盖在上

面的石板，只见里面蓄满了水。据长

陔乡乡长邢江涛介绍，该水塔建于

2008 年，能够容纳 80 吨水，里面的水

会定期取样化验。

“现在大部分村民都外出了，村

里常住人口很少，水塔的两个水源地

供水充足，就暂时关闭了一个。”邢江

涛补充说。

回到村中，走进一户人家，看见

有 2 个水龙头。“自建的自来水又细

又小，村里建的自来水又大又急，关

键这水消过毒，喝起来安心。”村民毕

顺法一边说着一边打开自家院里 2

个水龙头。他告诉记者，去年大旱，

自来水一会有一会没有，太不方便

了。一旁的村干部解释说，当时为确

保群众正常用水，防止浪费，村里采

取限时限水措施。早上 5 点开闸放

水，晚上 8 点半至 9 点关停，但也基本

能满足农户用水。

为什么保留两个水龙头？毕顺

法 解 释 说 ，浇 花 、拖 地 、洗 澡 、洗 衣

服或牲畜饮用时还是用的自家建的

自 来 水 ，毕 竟 不 要 钱 。 村 干 部 说 ，

每户每年收取水费 12 元，12 吨以内

不 再 收 费 ，超 出 部 分 按 照 每 吨 1 元

钱收费。

“这个收费标准还比较合理，我

能接受。”村民毕顺法对记者说。

截 至 目 前 ，长 陔 村 安 全 饮 水 工

程 已 基 本 完 工 ，28 个 村 民 组 、3000

余位村民从中受益，村民饮用水再

也不愁。

哗啦啦的自来水回来了

■ 本报通讯员 胡祖沛 吴黎明

春 意 盎 然 的 田 园 、错 落 有 致 的 民

居 ，一 幅 幅 美 丽 乡 村 画 卷 令 人 流 连 忘

返 。 当 涂 县 坚 持“ 生 态 优 先 、绿 色 发

展”，连续 7 年当选“安徽省美丽乡村建

设先进县”。

打造“精致大青山”
抚平矿坑旧疮痕

人间最美四月天。漫步当涂县大青

山脚下的桃花村，沐春风、赏桃花、品美

味，“不愧是‘十里桃花，万亩果园’，看了

同事的朋友圈一下就被吸引了，这个周

末我和妹妹两家子都来这里踏踏青。”田

女士一边拍着视频一边向朋友介绍。

桃 花 村 原 本 是 个“ 藏 在 深 山 无 人

知 ”的 小 山 村 ，村 民 们 守 着 这“ 绿 水 青

山 ”，却 不 知 如 何 将 其 变 成“ 金 山 银

山”。鉴于桃花村不仅有着自然美景，

也有着诗仙李白的各种轶事传说，当地

政府向专业人士问计，将李白文化、诗

歌文化、桃文化等元素融入乡村建设，

使得桃花村的名气越来越大。

有了游客，就得解决接待问题。乡

村干部又引导村民腾出空房，改造成民

宿。目前整个大青山李白文化旅游区

已拥有农家乐、民宿 100 余家，三星级以

上农家乐 22 家，其中水墨生态农庄、九

间堂、三闲山舍、桃花坞等 4 家民宿荣获

“安徽省百家精品民宿”称号。

“眼下正是旅游旺季，民宿的房间

和餐饮都需提前预订。”九间堂民宿负

责 人 江 文 环 介 绍 ，改 造 后 的 民 宿 不 仅

可 以 供 游 客 居 住 ，还 提 供 餐 饮 、品 茗 、

采 摘 等 多 种 服 务 ，让 游 客 体 验 农 家 田

园生活。

然而，五年前的大青山，还是一个

“千疮百孔”的废弃矿坑。2018 年，县里

通过招商引资，设立安徽大青山野生动

物世界管理有限公司，先后投资 1.8 亿

元开展生态修复治理工作。修复后的

120 亩矿坑被打造成水上乐园，构建成

集生态修复、休闲娱乐、动物科普于一

体的综合项目，2020 年 5 月对外营业，为

当地提供约 600个就业岗位。

60 多岁的谷明生是永宁村村民，他

也是大青山野生动物世界管理有限公

司招聘的第一批员工，负责胡家小区和

动物园北门的保洁工作已有 3 年。“我以

前骑个电瓶车到处打零工,村里给我介

绍的这个差事好，就在我家旁边，干起

来也不累。一年光靠清垃圾，我就赚了

四万多块！”谷明生说。

“我们矿山主题乐园已建成包括高

空玻璃栈道、矿坑深水浮潜等十多个户

外项目，为整个园区增加约一半的游客

量。下一步，将围绕‘经济效益与生态

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目标，加速价值

转化，推动旅游产业发展。”安徽大青山

野生动物世界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林

修金表示。

“打擂比武”在田头
山青水绿更舒心

水清了，树绿了，家乡更美了，但美

丽乡村建设到底谁做得最好？“打擂比

武”给出了答案。

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为重点，

围绕乡村全面振兴，县里每年制定“打

擂 比 武 ”计 划 ，每 季 度 举 行 一 次 ，参 加

“打擂比武”的行政村由乡镇自主推荐。

“打擂比武”怎么比？比什么？这

也是干部群众最关心的。考评组现场

随机抽取 1 个行政村、1 条村庄沿线主干

道、1 个村庄沟塘及周边田块进行测评，

考评人员随机抽取，不打招呼，不做准

备，直达现场，直面问题。同时多重测

评，确保公平。创新“乡镇自评+交叉互

评+专项督察”模式，做到“打擂比武”全

过程乡镇主动参与，测评组规范公平，

督导组严格负责。实地察看完成后，考

评组就检查总体情况、整治成效和存在

问题等形成考评意见，各乡镇、园区根

据考评反馈情况做到立行立改。

“打擂比武”坚持多重考量，以点带

面促振兴。测评考核将农村监测户等

低收入人群屋内院外环境卫生、厕所使

用情况作为考评内容，进行排名和“红

黑榜”通报，督促激励各村居将人居环

境整治和改厕工作向低收入人群倾斜，

有效提升低收入人群整体居住环境和

生活质量。将特色产业及新型农业主

体培育、特色村庄打造、引导群众乡贤

参与乡村振兴纳入“打擂比武”测评内

容，以“打擂比武”为抓手，切实推动人

居环境整治、乡村全面振兴。

4 月 2 日，当涂县举行第一季度美丽

乡村“打擂比武”成绩发布及乡村振兴

重点工作推进会，一批先进典型村受到

表彰奖励。“村里环境大变样，每天定时

有环卫工人打扫、清运垃圾，路上配有

垃圾桶，乡亲们也开始主动清扫房前屋

后，不再随手乱扔垃圾，而是分类后放

到指定地点……整洁美丽的环境让农

村生活越来越舒心！”上台领到红旗的

“先进村”乌溪镇七房村党总支书记葛

爱红告诉记者。

目前，当涂县已建设美丽乡村省市

级中心村 96 个。农村生活垃圾实行“村

收集、乡镇转运、县集中处理”，无害化处

理率 100%。10个乡镇政府驻地、96个美

丽乡村中心村均建有污水处理站，污水

处理率 100%；实施改厕 57035座，农村无

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 94.63%；“农村厕所

服务站”覆盖 115 个行政村、5 万多农户，

全县厕所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 100%。

生态养蟹“绿”起来
河蟹产业“链”起来

在春日阳光的照射下，池塘泛起粼

粼波光，透过碧绿的水面，目光所及之

处水草丰茂、鱼蟹穿梭。

当涂县加快示范园区（场）创建，推

动现代渔业发展。以渔业为主体的“当

涂县现代农业示范区”被认定为第三批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全县拥有农业

农村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 15 家、省级

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场）2 家。该县成

功创建了“全国农业标准化示范县”。

“如今推行生态养殖，实行水面水

体 生 态 保 证 金 制 度 ，现 在 不 仅 要 管 养

殖，还需要管水质，不能投放任何对水

体有污染的物质，确保在发展水产养殖

的同时不影响水质。”乌溪镇永保村养

殖大户杨元接手鱼塘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清塘换水，接着放养水草和螺蛳以

净化水质。

据当涂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介绍，

实施养殖水体生态保证金制度，按照承

包款的 3%—5%收取水质保证金，目的

是倒逼生态养殖。全县水产养殖面积

38 万亩，其中河蟹生态养殖面积 26 万

亩；全县水产品年总产量 6.45万吨，其中

河蟹产量 1.7万吨。

该县开发出以“种草、投螺、稀放、

配 养 ”为 核 心 的 河 蟹 健 康 生 态 养 殖 技

术，并成功推广，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养

殖模式，实现以渔洁净水质，以水美化

环 境 ，养 殖 水 域 水 质 达 到 国 家 地 表 水

Ⅱ、Ⅲ类标准，被中国渔业协会授予“中

国生态养蟹第一县”。

养 殖 技 术 生 态 化 ，养 殖 设 施 现 代

化。在当涂县城的湖阳镇均庆河蟹生

态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文杰打开

手机，点开智慧渔业软件，就能看到远

在百里外的蟹塘里的实时水温、溶解氧

和酸碱度。

徐文杰使用的这套智慧渔业管理

系统，运用物联网、5G 等新技术，可以进

行 24 小时水质自动在线监测，并将参数

实时传输至监测中心和技术人员的手

机上，改变了传统河蟹养殖科技化水平

低、生产粗放的模式，实现养殖环境自

动调控、病害智能监测，从而达到增产

增效目标。

据了解，当涂县以培育河蟹养殖龙

头企业为抓手，推动三产融合发展。拥

有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 家、市级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6 家。渔业第一

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加工、流通、休

闲和服务等二、三产业的发展，二、三产

产值比重达 30%，渔业产业化水平得到

提高，一、二、三产业在融合发展中同步

升级、同步增值、同步受益。

改善人居环境改善人居环境 扮美幸福乡村扮美幸福乡村

■ 本报见习记者 张彩莉

“这 么 大 的 候 车 室 ，找 了 一 圈 ，

竟然没找到一个可用的插座，有几

个插座孔都被封住了，想给手机充

电都没办法！”4 月 21 日下午 ，记者

在黄山北站候车大厅听到有旅客在

抱怨。

一 个 可 用 的 插 座 都 找 不 到 ，

不 会 吧 ？ 记 者 决 定 帮 那 位 旅 客 找

一 找 。

穿梭在候车室里，记者发现绝大

部分旅客手里都拿着手机，或看视

频，或玩游戏，或刷朋友圈……

楼 上 楼 下 仔 细“搜 寻 ”一 遍 后 ，

记 者 确 实 没 找 到 一 个 可 以 充 电 的

插座。

见 记 者 四 处 寻 找 插 座 ，正 在

候 车 的 张 女 士 对 记 者 说 ：“ 你 可 以

去 志 愿 服 务 台 那 边 看 看 ，那 里 也

许 有 。”

在志愿服务台，记者的确看到一

个插座孔，但该插座泛着黑色，已被

胶带封住，显然无法使用。见记者没

找到插座，张女士又提醒说：“你看看

消火栓旁那边有没有。”

终于，记者在候车大厅一侧的墙

边找到一个未安装好的插座洞，但没

有插座面板，洞的右半部分被封住，

透过左半部分往里看，洞里还有黄色

的电线，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这个

插座坏了不能用，那边有充电宝出

租。”有旅客提醒记者。

随后，记者来到租借充电宝的设

备前。这里 24 个充电宝只剩下 3 个，

其余的全被借走。按照操作程序，记

者打开手机扫码，页面显示“暂无可

用充电宝，请前往附近其他门店”，充

电宝拿不出来，显然这 3 个充电宝不

可用。

“公共充电宝不够用，候车室又

不提供其他充电设备，甚至连一个能

用的插座都没有，太不方便了！”来黄

山旅游的孙先生说。

黄 山 是 知 名 的 旅 游 城 市 ，很 多

游客需要在黄山北站乘车，可是这

里为何连手机充电服务都不完善？

车站工作人员解释说：把插座封起

来 主 要 是 为 了 防 止 火 灾 等 安 全 隐

患。如果乘客想给手机充电，可以

租借充电宝或上车后再充电。对于

工作人员这一说法，现场的多位旅

客均不能认同。

如 今 ，手 机 不 仅 是 一 种 通 讯 工

具，也是日常消费支付工具。“五一”

旅游高峰即将到来，希望像黄山北站

这样的公共场所能想旅客之所想、助

旅客之所需，用更加细致入微的服务

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候车室亟待一些充电插座

■ 本报通讯员 张 平
本报记者 吴江海

“我儿子跑丢了，请大家快帮我找

找！”4 月 18 日早晨，黄山市徽州区西溪

南镇琶村村民汪某发现有智障的孩子

不见了，急忙在辖区派出所的“警民议

事群”中发出求助信息。

接到求助后，西溪南派出所当即与

这 位 村 民 联 系 ，了 解 其 孩 子 的 体 貌 特

征，组织干警展开搜寻，并在“警民议事

群”中同步推送寻人启事。根据群众提

供的线索轨迹，派出所民警帮助汪姓村

民在市高新区找到了走失的孩子。

去年 9 月起，黄山市公安局成立工

作专班，在全市 60 个基层派出所辖区，

建立“一警一群”的警民议事微信群，邀

请所在社区（村组）干部、楼栋长、街巷

长、网格员、物业管理人员、小区业主代

表、治安积极分子以及群众代表参与，

搭建警民议事、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平

安社区建设的线上平台，拓宽基层社区

民警服务群众的渠道。同时，创新实施

“群众点单+民警派单”服务机制，明确

服务时限，线上线下联动。

4 月 15 日，有群众在屯溪黎阳派出

所“ 黎 阳 街 社 区 警 民 议 事 群 ”中 反 映 ：

“龙山花园西苑到茶香苑前十字路口有

不少共享单车被随意‘丢’在人行道及

马路边，不仅影响市容市貌，还存在交

通安全隐患。”群主民警及时与黎阳镇

执法队对接，同时赶往十字路口，一起

清运了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

今 年 以 来 ，黄 山 市 公 安 机 关 通 过

“警民议事群”化解矛盾纠纷 1504 次，

开 展 便 民 服 务 1.65 万 次 ，被 群 众 誉 为

身 边 的“ 指 尖 警 务 室 ”。 截 至 4 月 中

旬，黄山市公安机关共建立“警民议事

群 ”471 个 ，直 接 覆 盖 群 众 17 万 人 ，开

展 法 制 宣 传 8.1 万 次 ，提 醒 告 知 8.1 万

次，化解矛盾纠纷 2860 件次，处置异常

报告 968 条。

群众身边的“指尖警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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