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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支 博

下料、放网、包边、点缝、成型……

经过多道工序后，一个个精致的牙托

钢结构产品便呈现在记者眼前。5月

8 日，涡阳县西阳镇文庙村振兴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

紧张有序地赶制代加工产品。不久

后，这些牙托成品将销往全国各地及

海外市场。

“我们主要做代加工，产品全部

由中俄国际医学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文庙村党总支书记康冬告诉

记者，受益于企业“车间进乡村”合作

模式，文庙村振兴公司现有的代加工

生产，每年能给村集体带来 15 万至

20万元纯收益，并有效带动了村民就

业增收。

“每天工作 8小时，按件计资、多劳

多得，不耽误照顾老人、孩子，也不影

响地里的农活。”正在工作的村民康兰

对记者说，安全和技能培训考核合格

后，她和其他 9位本村留守妇女顺利入

职，现在每月平均收入超过 3000元，每

月净收入比过去出门打工还多。

“将生产车间搬迁到村镇，每年

可以节省房租、水电、人工等成本合计

约 50 万元。”中俄国际医学研究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梅福缘向记者介绍，

该企业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在车间下

料后，将一部分转运至文庙村加工点，

待牙托钢结构加工工序完成后，再转

运至工厂本部进行树脂涂层、质量检

测和包装等后续工艺。由于成本降

低，该企业将产品销售定价下调 15%，

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2022年企业销

售总额突破 1000万元。

据了解，该公司是一家口腔医疗

器 械 和 消 毒 用 品 生 产 加 工 企 业 。

2018年入驻涡阳经济开发区后，企业

得到长足发展，先后被认定为高新技

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扩大

规模、加快发展，该企业去年筹划实

施全新发展模式，决定将企业生产加

工地点转移进村，充分利用农村闲置

屋舍和劳动力，带动乡村经济发展，

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我们向开发区寻求帮助，得到

大力支持。”梅福缘说，涡阳经济开发

区积极与各乡镇、街道对接，帮企业

寻找合作对象，最终促成了与西阳镇

文庙村的合作。

“项目落地后，开发区与西阳镇

政府积极帮我们村申请‘扶优扶强’

专项资金，为村级企业发展注入了

新动能。”康冬说，按照约定，该村需投

资约 65 万元向合作企业采购生产设

备，及时到账的 45万元专项资金填补

了大部分空缺，剩余部分由该村每月

通过代加工产品分批偿还。

“去年 5 月投产后，村振兴公司

生产车间就成了合作企业生产流水

线的一部分，实现企村共赢。”康冬表

示，目前生产已步入正轨，今年将力

争带动更多村民就业增收，实现村集

体年纯收入达到预期。

“我们正与陈大、楚店等乡镇的

一些村进行洽谈，推广在文庙村的合

作模式，推进村村有产业、人人能就

业，实现企业、村集体和村民多方共

赢。”梅福缘说。

涡阳经济开发区帮助企业拓宽发展空间——

车间下乡村 多方获共赢

■ 本报通讯员 赵怀勇
本报记者 安耀武

近日，在临泉县吕寨镇陈小寨村

文化广场上，一场别开生面的群众会

正在召开。

村党支部书记陈平开门见山：“咱

们村摆脱了贫困、过上了好日子，但是

受人员大量外出务工的影响，村里有

不少老年人缺乏照顾，家里无人收

拾。大家都出出主意，怎么办？”

一席话打开了大家话匣子。

“我隔壁邻居王大娘 76 岁了，孩

子们都外出务工，家里家外没人打

扫，确实是个事儿。”

“村西头的李大爷一辈子无儿无

女，他又不愿住养老院，都是乡里乡

亲的，应该经常上门看看。”

“张大叔爷俩身体都有残疾，洗个衣

服都困难，没人照顾确实让人心疼。要

不，咱们姐几个动动手，帮一把。”

在一片议论声中，陈平感受到了

群众的热情。“要不，姐妹们一起搞个

志愿服务队，为村里的老年人做点

事，咋样？”有人提议。

这 个 提 议 获 得 大 家 的 一 致 支

持。村“两委”迅速组织成立了“村嫂

服务队”，20 多名“村嫂”志愿者开始

到有需要的群众家里，帮助打扫卫

生、收拾屋子、洗衣服被单。如今，

“村嫂”走到哪里，身上鲜艳的志愿服

总会赢来赞许的目光。

“不仅是帮助老人，娶媳妇、嫁姑

娘等大操大办、高额彩礼之类，都要放

在群众会上议一议，让群众自己评说

该不该管一管。”陈平告诉记者。

2022年起，村“两委”决定常态化

召开村头群众会，听听乡亲们有什么想

法，着力在转变群众思想观念、树立文

明乡风上下功夫。大家议一议、说一

说，达成共识，让文明新风吹遍乡村。

村民王新艳说：“参加村头群众

会后，我感触很深，觉得作为新时代

女性，要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不求彩

礼求人品，不求财富求能力，树立正

确婚恋观，用自己的奋斗来创造幸福

生活。”

今年以来，陈小寨村共召开群众

会 22场，梳理问题 48项，评选清洁文

明户、好媳妇好婆婆 8 批 64 户，绿色

田野上涌现出乡村文明和谐的“暖心

佳话”。

临泉县陈小寨村常态化召开村头群众会——

有事大家议 议出新乡风

新华社北京 5月 11日电（记者 任

沁沁）国家移民管理局 11 日发布公告，

自 2023 年 5 月 15 日起实施全面恢复口

岸快捷通关、全面恢复实行内地居民赴

港澳团队旅游签注“全国通办”等四项

调整优化出入境管理政策措施，进一步

保障便利中外出入境人员往来，促进服

务对外开放。

全面恢复口岸快捷通关。在 1月 8
日恢复毗邻港澳口岸边检快捷通关的基

础上，按照疫情前做法和标准要求，允许

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往来港澳

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港澳居民来往

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5 年有效）、一年多次有效出入境通行

证的中国公民；持外国护照和外国人永

久居留证、外国电子护照及 6 个月以上

外国人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在定期国际

航班上工作的中国籍机组人员和可免签

入境或已办妥 1 年以上（含）乘务、任职

签证或居留证件的外国籍机组人员可经

边检快捷通道通行。

全面恢复实行内地居民赴港澳团

队旅游签注“全国通办”。内地居民可

向全国任一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

提交赴香港、澳门团队旅游签注申请，

申办手续与户籍地一致。

实施内地居民申办赴港澳地区探

亲、工作、学习证件“全国通办”。内地居

民因探亲、工作、学习，以及因就医、诉讼、

处理财产等事由拟前往港澳地区的，可

向全国任一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提

交与申请事由相应的探亲、逗留和其他

三类签注申请，申办手续与户籍地一致。

调整在澳门就读的内地学生逗留签

注有效期。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对

赴澳门高等院校就读的内地学生，签发

的逗留签注有效期由最长不超过 1年，调

整为与其在澳门就读的学习期限一致。

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政策措施调整优化后，出入境人员办证

通关将更加便利。下一步将继续积极回

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新需求，持续深化移

民管理政务服务改革创新，为广大中外

出入境人员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

出入境管理服务。公众如需进一步了解

公告内容，可以致电国家移民管理局

12367服务平台详询。

5月15日起全面恢复口岸快捷通关

■ 新华社记者 吴慧珺

秋浦河畔，游人们忙着拍下美景；

大山村里，除了游客，还多了卖文创产

品的外地人……安徽牯牛降景区内，青

山叠翠、流水潺潺。今年“五一”假期，

皖南小城石台迎来八方游客，旅游经济

越做越旺。

石台县位于池州市，毗邻黄山，该县

仙寓镇大山村有“中国富硒第一村”之

称，以良好生态闻名。据大山村党总支

书记王自建介绍，每年 3月到 11月，都是

大山村的民宿经营旺季，有不少外地游

客来长住，村里几乎家家经营民宿，户户

销售土特产，户均年收入超过 30万元。

5月 2日傍晚，在大山村“硒泉山庄”

民宿，老板娘王喜红正在厨房里给客人

们准备晚饭。“今年来的客人多，有回头

客，也多了不少新面孔。”王喜红一边忙

着择菜，一边笑盈盈地和记者搭着话。

前两年，她把十几间客房做了改造升

级。“房间改造后空间更大，也更美观，客

人们反馈很好，‘五一’期间基本满房。”

“过去每年靠着几亩山场卖茶、卖

竹子维持生计。”她说，县里发展旅游业

后，自家民宿开了张，日子越来越红火。

朱国桢是王喜红的老顾客。“村里

空气好、景色美、人淳朴，我和老伴从上

海过来，有时一住就是半年。”她说，每

年会在村里买一些土特产，寄给在上海

的孩子们，让他们尝一尝山里的味道。

石台县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田”

的山区县，生态环境优美，资源优势凸

显。石台县委书记靳武说，近年来石台

坚持“生态立县、旅游兴县、产业强县”，

依托青山绿水的资源禀赋，以全域旅游

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大山村的高山茶园，雾气缭绕，宛

若仙境。茶农王静眉背着茶篓采茶，自

信地说：“石台的茶价格高，市场销路也

好，老顾客早已在微信上预订了。”

石台境内溪流纵横，是长江支流秋

浦河的发源地，水源富含硒等多种矿物

质。富硒茶、富硒泉、富硒米……石台

正在以“硒”为媒，打造乡村振兴产业增

长极。据介绍，目前全县已建成高标准

富硒功能农业示范基地 10 万亩，培育

涉硒企业 30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40个，

硒产业年综合产值突破 20亿元。

富硒资源也吸引了一批在外的石

台人回村创业，李明便是其中之一。他

回到家乡后，带着乡亲们种起了富硒西

洋参。“我们要打造富硒西洋参全产业

链，还要建设一座西洋参博物馆。”李明

说，他准备用 5 年时间，在丁香镇及周

边建设 10000亩西洋参产业基地。

高质量的全域旅游体系建设离不

开高质量的项目支撑。石台推进优质

资源要素向文旅产业集聚，支持民营资

本参与文旅产业发展。据了解，2023年

一季度，石台县有 23 个文旅重点项目

集中签约，总投资额超 48亿元。

驾车从池祁高速石台出口驶出，就

到了石台县的醉山野风景区，这也是石

台县招商引资第一个投资超 20 亿元的

旅游开发项目。

“景区集观赏、游玩、高端民宿等为

一体，计划总投资 20 亿元，目前已完成

投资 5 亿元。”醉山野风景区负责人熊

健说，景区还牵头成立了农家乐合作

社，不少村民以经营农家乐为主业，有

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石台县旅游经济越做越旺——

引八方来客 富一方乡亲

防灾减灾
从娃娃抓起

▶ 5 月 9 日，在滁州市南谯区陡岗社区防震

减灾科普馆，龙蟠小学的学生们正体验 VR 地

震避险。当日，该社区开展防震减灾科普教育

活动，向孩子们普及紧急避险知识。

本报通讯员 董 超 陈 曦 摄

▼ 5 月 10 日，淮北市泉山路学校的学生在进

行应急疏散演练。当日，该校联合市消防救援

支队、120 急救中心开展“5·12”全国防灾减灾

日教育活动，强化师生安全意识，提高自救自

护能力。 本报通讯员 万善朝 摄

▶ 5 月 10 日，马鞍山市花

山区江东街道乔山社区联

合冯桥小学开展应急疏散

演练，普及防灾减灾知识，

提升孩子们避灾自救能力。

本 报 通 讯 员 胡 智 慧
刘 欣 摄

■ 本报记者 罗 宝
本报通讯员 包增光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地处南北气

候过渡带和江淮分水岭区域的滁州市，冷

暖空气交汇频繁，是典型的水旱灾害多发

地区，也是我省白蚁危害严重地区之一。

近年来，滁州市持续开展水利工程

白蚁等害堤动物隐患应急排查整治，及

时采取灭治、消险等治理措施，确保度

汛安全。同时，全力开展古建筑、城市

房屋和林木等白蚁灭治和危害防治，有

效保护了文物古迹，改善了群众生产生

活环境。

综合施治守安澜

5月 8日，滁州市沙河集水库 705米

长主坝背水坡，“啄木鸟·白蚁克星”志

愿服务队的几名队员，对之前设置的

300个白蚁诱饵站自动监测预警控制装

置，进行逐一检查。

“一旦有白蚁啃噬诱饵，装置就会

报警，我们在手机 App 上即可第一时间

发现，并及时采取灭杀措施。”滁州市白

蚁防治所所长刘向阳告诉记者，自 2018
年以来，经过多年跟踪排查，至今没有

发现白蚁侵蚀大坝情况。

对于白蚁防治所工作人员来说，每

年 3 月至 5 月，也就是汛期来临前的几

个月，是他们最为忙碌的时间。此时，

白蚁有翅成虫大量出飞，是白蚁活动、

繁殖的高峰期。

根 据 滁 州 市 白 蚁 防 治 所 多 年 普

查显示，该市有大中小型水库 1000 余

座 ，多 数 堤 坝 建 于 上 世 纪 五 六 十 年

代 ，为 土 质 坝 。 现 已 在 450 座 水 库 土

坝 发 现 白 蚁 危 害 ，占 总 库 数 42.9% 。

滁 河 堤 防 86 公 里 ，有 蚁 害 19.7 公 里 。

内 河 堤 总 长 267.4 公 里 ，有 蚁 害 47.46
公里。

蚁害较为严重的堤坝，每当主汛期

高水位时，堤防、土坝极有可能出现管

涌、渗漏、塌方、滑坡等险情。为此，滁

州市近几年采取打孔注药、药物灌浆、

化学防蚁阻隔层等防治技术，及时消除

堤防、坝内白蚁隐患。

该市还将白蚁防治工作与水利工

程建设同步设计、施工、验收，从水利工

程安全鉴定开始，白蚁防治所就采取跟

踪服务。目前，已对 50 座大中型水库

除险加固工程、滁河防洪治理工程、200
座小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和部分滁河支

流堤防加固等工程，提供白蚁综合治理

技术方案，开展综合治理。

“近几年，通过诱杀、挖巢、打孔注

药、劈裂灌浆、监测控制等综合防治技

术，大部分水库、堤防白蚁危害得到有

效控制，未发生一起由于白蚁危害造成

的安全事故。”刘向阳说。

倾力呵护古建筑

“前两年，在附近挖出来一只蚁后，

有这么大。”在滁州市琅琊山醉翁亭景

区内欧阳修手植的千年欧梅树下，保安

李朝忠伸出食指比划说。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滁州市，拥有

醉翁亭、千年欧梅、古梅亭等文化遗迹，但

它们一度也受到白蚁侵害的严重威胁。

“当时，我们发现了很多白蚁，有的

上树有 2米多高，树根、树干很大一部分

被白蚁蛀空，情况十分严重。”刘向阳对

记者说，他们及时制定方案，在古梅周边

土壤构筑屏障，在树根设置几个诱杀装

置，通过两年的综合治理，古梅如今长势

旺盛，连续几年检查未发生白蚁危害。

此外，技术人员还结合醉翁亭重修，对所

有木材进行药物处理，效果良好。

滁州市组织人员对全市古建筑进

行白蚁危害全面普查，从普查情况来

看，该市重点文物古建筑白蚁危害率在

80%左右。为此，滁州市白蚁防治所撰

写了重点文物古建筑等专题白蚁危害

调查报告，为治理蚁害提供科学依据。

同时，积极申报醉翁亭、丰乐亭、吴棠故

居等一批国家级、省级文物古建筑蚁害

治理项目，编写施工方案并组织施工。

消除白蚁优环境

“接连几天，孩子晚上学习时都能

听到‘吱吱呀呀’的异响。后来发现是

‘小飞虫’，用杀虫剂喷，根本杀不完。”日

前，家住滁州市琅琊东路老农行宿舍的

居民倪冰告诉记者，他上网一查，发现家

里闹了白蚁，遂拨打市长热线求助。滁

州市“啄木鸟·白蚁克星”志愿服务队队

员很快上门，提供免费灭蚁服务。

“近期是白蚁活动高峰期，平均每

天接到 20 多个市民求助。”滁州市白蚁

防治所副所长尹立志告诉记者，他们公

开承诺，对居民求助会以最快速度组织

技术人员上门检查、灭治。即便是节假

日和中午、晚上休息时间，他们也会抽

空上门。此外，他们还经常到学校、公

园等地，对容易遭白蚁侵蚀的树木进行

灭杀、防治，保持环境优美。

城市新建房屋白蚁预防是滁州市白

蚁防治所重点工作之一，目前该市城区

新建房屋白蚁预防覆盖率已达 100%。

按照新建房屋白蚁预防施工程序，该所

组织现场勘察，编写施工方案，了解工程

进度，随时做好施工准备，严格按照施工

规范操作，营造良好的白蚁防治环境。

为提升白蚁防治科技水平，滁州市

白蚁防治所还与南京博物院共同完成

“新型文物古建筑白蚁防治药剂的研

究”，主持和参加编写地方和行业技术规

范，先后组织白蚁防治培训班 10 余次，

采取多媒体教学和野外现场挖巢教学相

结合的方式，不断提高水利行业白蚁防

治人员的技术水平和业务素质。同时利

用节日、橱窗、媒体进行宣传，并走进校

园开展科普知识讲座，提高社会对白蚁

危害严重性及白蚁防治重要性的认识。

滁州市持续开展白蚁灭治和危害防治，有效改善了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白蚁之患是怎样消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