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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齐的停车位、平坦的道路、崭新的墙体、错落
有致的绿化……眼前的一切，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
个已经有近40年历史的小区，老旧小区改造，让来
安县回收公司宿舍片区实现了“逆生长”。

“以前，这里的环境让人看了直摇头，很多条件
好的老同事、老邻居都搬走了。”小区居民高国强已
经在这里生活了30多年，据他介绍，这一片区始建
于上世纪80年代，包括回收公司宿舍等9个小区，
共有16栋楼房，369户住户，9个小区间围墙林立，
各自为政，又无物业规范管理，长期缺乏维护，门窗
老旧变形、院内路面不平、楼道破旧、停车无序、空
中线缆凌乱等问题突出，部分楼栋甚至出现钢筋裸
露，楼体倾斜等问题，让住户胆战心惊。

2022年，“回收公司宿舍片区改造项目”被列入
来安县老旧小区改造重点工程之一，该县整合资金
2451万元，通过拆除违建、打通围墙、畅通微循环、
设施共建共享等方式，打破空间分割，对该区域实
施集中连片整体改造。

改造过程中，该县按照“应改尽改、先急后

缓”的原则，首先对 6 栋经检测存在安全隐患的
楼栋进行结构加固，高国强家也在此列，“没有改
造前，我家住的楼房阳台下沉，钢筋外露，我们住
得胆战心惊，现在结构加固了，楼房终于安全
了。”经过改造，包括高国强在内的92户居民睡上
了安稳觉。

清除乱堆乱放，修整楼道、加装太阳能感应灯
和单元防盗门、翻新外立面、整治管线9300米、铺
设道路4800平方米、新增机动车停车位74个、接入
天然气管道790米……大刀阔斧的老旧小区改造，
让小区面貌一新，也改到了群众“心坎”上。

“我都80多了，人上了年纪，活动范围就小了，
就希望家门口生活方便。”今年83岁的汪文英在小
区里生活了30多年，小区里像汪文英这样的老年
人占总人数的56%以上，生活方便，是他们对居住
环境的最大期盼。

针对该片区人口聚集、基础设施配套不健全、
老龄化严重等问题，该县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全面分
析老旧小区所属各社区存在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设施短板，充分挖掘小区闲置土地、设备用房等资
源，在小区内增设健身器材、电动车充电棚、微型消
防站、快递收发点等服务设施，构建由社区日间照
料中心、社会养老服务组织、服务供应商等组成的
居家养老服务运行体系。同时利用社区存量土地，
增设适老化功能18处、幼儿设施2处，新增社区日
间照料服务站1个、养老机构1家、老年食堂1个、
养老床位77张，改建便民市场1个、公立医院1所、
警务站2个，打造集医、食、行、文、娱为一体的“5分
钟”居家服务圈，为片区内居民，尤其是老年居民提
供完善的生活服务保障。

近年来，该县把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作为惠民
生、补短板、扩内需的重要举措，全面推进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完善老旧小区配套设施。截至目前，
该县累计投资约1.6亿元，改造老旧小区82个，改
造建筑面积约41.72万平方米，楼栋数183栋，惠及
居民4479户，让一个个城管“死角”换新颜，焕发新
活力。

（苗竹欣 张春晖）

来安县回收公司宿舍经年老旧，“面目”不堪，设施破败，功能退化，居民怨
声不断。该县以民生为本，斥资两千余万元，大刀阔斧，整体改造——

四十年小区旧貌换新颜

9月27日下午，来安老年大学在新安镇永阳社区礼堂，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文艺演出。
学员们共同献出合唱、独唱、舞蹈、戏曲、器乐合奏等16个节目，表达拳拳之心。

孙荣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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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助力房地产开发企业消化库存，促进县域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日前，来安县举
办金秋房产交易展示会，通过政府、企业、市民共同努力，不仅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
展，也为县域经济的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 张 宇 陈婷婷摄

促消费乐安居

10 月 1 日，家住江苏南京的杨磊带
着家人驱车前往具有独特的“水上森林”
湿地景观的池杉湖游玩。秋雨绵绵，薄
雾轻笼，置身其中宛若仙境，在千亩池杉
组成的水上森林内，五颜六色的鸟儿或
站立枝头、或群起盘旋，上千只白鹭聚集
此处觅食，水天一色，仿佛闯入一幅诗情
满溢的山水画卷。杨磊和家人一同徜徉
其中，时而合影留念，时而驻足赏景。

池杉湖国家级湿地公园位于苏皖交
界处的雷官镇杨渡村，湿地面积5600亩，
拥有华东地区面积最大的池杉林，自
2005年以来，通过“退鱼退耕还湿”工程，
环境日益改善，如今已成为胜景奇观和
万鸟安居的“家园天堂”，双节期间，吸引
无数游人前来观赏。

赏完池杉湖的美景，杨磊一家去“板
鸭之乡”雷官镇品味当地的特色美食
——板鸭。雷官板鸭是来安一道传统名
菜，也是滁州地区少有的国家级地理标
志，其以独特的腌制工艺、悠久的历史传
承而闻名。只见整条街上到处都是售卖
板鸭的小店，吕记板鸭、二雷板鸭馆、王
小妹板鸭等，家家爆满。

杨磊一家选择了吕记板鸭就餐，很
快，一只肥美的板鸭就上来了，杨磊一家
品尝后赞不绝口。据老板介绍，雷官镇
家家都会做板鸭，吕记板鸭从选料至烹
饪有其传统的工艺，经过选、卤、晾、煮四
道工序精制而成。鸭子宰杀前须以稻谷
催肥，遵循“炒盐腌，清卤覆，晾得干，焐
得足”制作工艺，方能成就其“皮薄肉嫩、
肥而不腻、松嫩可口、咸淡适中、味鲜醇

香”独特品质。
“真是充实的一天，既避开了人流又

拥抱了大自然，关键是近，开车才一个小
时就到了。”杨磊高兴地说。

而来自滁州的骑行小伙刘郧准备好
好利用七天，度过这个快乐又充实的假期。

“来安县位于江淮风水岭间，风景道
上风景秀美，边骑行边赏景别有一番滋
味。”据刘郧说，来安县风景道沿线自然
生态环境优美，基础配套设施完善，他准
备两天骑完方家港樱花谷、石界牌古村
落、岭上观景台等节点，全长 70 公里左
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欣赏美景。

近年来，来安县依托江淮分水岭秀
丽的自然风光，打造包括主线61公里，支
线64公里的风景道，串连起白鹭岛森林
公园、高山大峡谷、千年古银杏、界牌古
村落、龙窝寺森林公园、半塔池杉林、皖
东烈士陵园等18个旅游观景节点以及灶
台鱼、一网捞、烤全羊、全羊汤等特色美
食，为游客提供丰富的旅游体验。

“等骑行完，我准备去县城里寻觅美
食。”来安县夜市经济发达，夜幕降临，霓虹
灯影，大街小巷上弥漫着美食的香味，热闹
非凡。无论是水口的鹅煲、雷官的板鸭、汊
河的蟹黄包、张山的狗肉汤，抑或是县城的
大肉面、烧烤等都能在新安镇品尝到。

“来安县地处长三角枢纽地带，旅游
资源丰富，是一个小众的旅游地。我们
也会抓住国庆节这一契机，做好旅游路
线的规划和服务，让周边游客有一个良
好的旅游体验。”该县文旅局副局长冯佳
佳表示。 （刘 锐）

走乡路串村景

本报讯 连日来，来安县雷官镇开
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国庆活动，表
达对祖国的祝福和对未来的美好期盼，
营造出热烈喜庆、文明和谐、安全稳定的
国庆氛围。

营造节日氛围。国庆来临前夕，该
镇通过在镇主要道路两侧悬挂国旗、灯
笼等方式，在集镇营造出喜庆、祥和的节
日氛围。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利用应急广
播，播放国庆历史、国家发展成就、民族
文化、主旋律歌曲等内容，充分营造国庆
氛围。

举办文艺活动。国庆期间，该镇组
织举办“唱和美乡村曲 歌古镇杉水情”
雷官镇村歌大赛、“大地欢歌 美好安

徽”雷官镇秋季“村晚”、“辉煌七十五载，
厚植爱国情怀”主题宣讲、“我与国旗合
个影”、“一句话表白祖国”等系列主题活
动，丰富了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展
现了全镇人民对祖国的深深热爱和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的衷心祝福。

提高安全保障。为确保居民度过祥
和安定的节日，该镇主要领导高度重视
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多次带队入企检查，
重点检查企业电气线路，防止电气火灾
的发生。同时，对辖区内商户进行安全
检查，检查电气安全、燃气安全、消防设
施、疏散通道等，有效消除安全隐患，确
保人民群众祥和平安度过节日假期。

（胡婷婷）

雷官镇形式多样庆国庆

本报讯 近日，来安县半塔镇鱼塘村
的张大爷熟练地从手机上打开基层小微
权力监督“一点通”小程序，查看村委会九
月份支出情况和自己惠民资金领取明
细。“现在有了这个‘一点通’，遇到问题只
需要用手机就能直接反映了，我们随时可
以查看村务、财务公开，村干部还发了小
微权力宣传单，教我们如何操作呢！”

为切实推进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
平台普及，半塔镇坚持“线上+线下”双向
发力。线上依托网格微信、QQ群等群发
宣传信息，线下组织各村（社区）干部、网
格员担任“讲解员”，集中入户，“一对一”
教会操作流程，让群众深切感受到监督就
在身边。群众只需登录微信小程序，便可

实时查看党务、财政拨付资金、“三资”管
理等事项，并可对怠政懒政、腐败问题及

“急难愁盼”身边事进行“一键反映”。
截至目前，半塔镇 23 个行政村（社

区）已全部启动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
通”平台录入工作，注册量达54546人，访
问量达 133106 人，信息公示达 51744 万
余条，受理群众在线投诉 30 件，办结率
96.67%，群众满意率96.21%。

据悉，半塔镇将继续加大基层小微
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推广运用力度，
通过平台数据形成的基层小微权力数字
画像，助力监督下沉落地、融入基层治
理，打通监督“神经末梢”，实现服务群众

“零距离”。 （佘莹莹）

半塔镇推广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
本报讯 近年来，来安县三城镇立足实际，因地制宜，

进一步抓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宣讲工作，找准宣讲切口，通
过新媒体，丰富宣讲形式，打响“水乡传音”宣讲品牌，以小
见大，深入浅出，增强宣讲效果，使党的创新理论为大众熟
知，化作“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节庆+”聚流，兴宣讲“热潮”。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发挥“模范好人”“乡贤”“文明家庭”“文明户”等典型人
物示范带头作用，充分利用群众零星时间，紧紧围绕农民
生产生活实际，以百姓视角、群众语言向群众传播党的“好
声音”、好政策。开展“菜单式”“订单式”公共文化服务，精
心组织“我们的节日”系列文化惠民活动10余场，让文化的

“源头活水”流进农民群众的“田间地头”。“三城龙虾节”期
间，在龙虾小镇举办了“二十四节气之小满进三城”、乐队
表演、特文创产品展示等活动，三城镇“水乡传音”宣讲员
利用抖音、视频号等媒体开展活动宣传。组成5人直播团
队，在抖音等平台开设直播，全过程直播龙虾节活动，龙虾
节活动期间，抖音视频浏览量突破30万人次，现场直播观
看人数超过7万人次，点赞量突破25万。理论宣讲为三城
镇文旅融合发展赋予了新的动能，为三城镇旅游经济发展
注入强大活力。

“媒体+”汇流，造宣讲“热点”。精心打造“水乡传音”
宣讲品牌，在全镇选拔政治素养过硬、感染力强、表达能
力优的宣讲员，打造党员干部带头讲、年轻干部轮流讲、
先进工作者跟进讲、专家学者深入讲、业务骨干专题讲，
将党的创新理论送到田间地头，让广大百姓能够及时听
到党的好声音，了解到党和国家的好政策，用“小故事”讲
活“大理论”，用“百姓话”诠释“新思想”，使宣讲内容更接
地气，宣讲形式更加亲民。同时，将大讲堂与微课程相结
合，在“幸福三城”微信号开设“理论云课堂”“每周知识分
享”专栏，定期推送党的创新理论，诠释理想信念，发布宣
讲内容35期，进一步扩大了理论宣讲的辐射面，使宣讲形
式“有质有效”。

“网络+”引流，增宣讲“热度”。积极开辟网络宣讲阵
地，充分运用网络平台的时效性、便捷性优势，瞄准群众需
求，抓住群众心理，以群众喜欢听、愿意听、听得懂的方式不

断创新“网络宣讲+”模式，充分发挥村村通“大喇叭”的管用好使的传播优
势，宣传秸秆禁烧、防火防汛、安全生产等音频3000余次，奏响最强“平安
音”。组成团队收集素材、撰写讲稿，拍摄制作群众喜闻乐见的宣讲微视频，
推出“新时代 新生活 新思想 新征程”“青年向上 三城向好”“习近平的文
化情缘”系列微视频等网络产品。开展政策宣讲、安全宣讲等系列宣讲20
余场，累计受众2000余人，“化”理论为故事，用故事讲理论，让理论宣传宣
讲“乘云而上”。

（三城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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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来安县水
口镇把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作为
推动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以信
用为纽带，促进农业主体健康发
展，壮大集体经济实力，保障群众
增收致富，走出一条信用变“金”
赋能乡村振兴的水口路径。

党建铸魂，信用筑基，谱写产
业发展新篇章。拓展涉农金融场
景。建立健全223个“一企一档”
信用档案，利用金融杠杆放大资
产效应，让银行吃上降息“定心
丸”，创新推出5款专项贷款，建立
资金“直达快享”机制，提升金融
支持产业发展的精准度和有效
性，累计134家新型经营主体用信
3972 万元。对接精准服务需求。
建立“红色网格”金融服务站，选
派15名产业发展服务团成员做好
致富“参谋”，深入 197 个 AAA 级
新型经营主体实施定制化服务，
理清产能扩大、设备改造、技术升
级等方面的疑问，开展一对一、面
对面的真诚服务356次。搭建高
效合作桥梁。组织项目推介会暨
致富产品交流会5场，以服务实体
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资
金、技术、市场等资源的有效整合
和共享，为4家新型经营主体牵线
搭桥，成功签约项目2个，为企业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合作机会和增
收空间。

党建引领，信用聚力，激活集
体经济新引擎。活化“小而精”资
源。优先支持1个信用良好的村
集体经济组织用信100万元，盘活
2 个村的闲置用地 13.5 亩，实施

“一村一品”发展战略，落地移民
标准化厂房等3个产业项目，带动

2 个村集体经济年均增收 100 余
万元。培育“共同富”力量。统筹
全镇资源禀赋，“一企多村”结对
共建“太平 e 呇富”等 4 家共富工
坊，在信用户中培育8名集技术、
管理技能于一身的“工坊管家”，
把增值环节留在农村、把增值收
益留给农民，带动稳定就业 44
人。构建“产且优”联盟。村党组
织牵头培优 AAA 级村企联建龙
头企业辉隆农服，引入现代农业
技术和管理模式，为197个家庭农
场提供标准化的农业生产指导服
务，赋能科学理念发展要素，显著
提高镇域整体农业产业化水平。

党建搭台，信用唱戏，共绘
群众增收新图景。信用金融进
村。派驻5名“金融村官”，划分3
个片区建立金融综合服务室，组
织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和信用教
育讲座 22 场，“整村授信”和“信
贷投放”覆盖群众7千余人次，织
就一张遍布村镇、贴近农户的金
融服务网。安全普惠同行。打
造滁州市首个信用农房保险理
赔项目，为 1625 户符合条件的
AAA级信用户购买农房保险，对
涉及台风受灾 10 户农户的受损
住房进行勘查定损理赔，彰显信
用保险机制在以信促治、助力乡
村振兴方面的独特作用。春风
惠农兴才。举办“春风行动”招
工引才，现场促成22名农户和用
人单位“双向选择”，邀请省级食
用菌专家开展5场农业科技专题
培训，上半年成功扶持新办家庭
农场 3 家，市级示范农场 2 家，拓
宽群众增收途径。

（来水宣）

水口镇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提质培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