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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来安县坚持以习近
平法治思想为指导，结合来安实
际，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责任担当，
系统谋划法治建设新举措，全面聚
力谱写法治来安建设新篇章。

聚焦执法规范。持续深化综
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加快推进行
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建设，全
面提升行政执法质效。认真组织
开展2025年度全县行政执法资格
考试，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检查，不
断规范行政执法工作，进一步提升
法治为民质效，邀请省市专家，组
织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和行政执
法人员专题学习培训2期，全面提
高全县法治人员素质，推动依法履
职、规范执法。

聚焦普法宣传。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做好法治建
设“一规划两方案”和“八五”普法
终期验收准备。加强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建设，扎实开展集中普法
宣传教育和“学法用法示范户”评
选挂牌活动。持续打造“来·说
法”等品牌项目，积极营造全社会
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
围。举办“法律明白人”“农村学
法用法示范户”培训 3 期，以群众
教育群众，让学法用法示范户解
决群众矛盾纠纷。

聚焦营商环境。深入贯彻落
实省、市、县有关优化营商环境
会议精神，落实落细打造一流法
治化营商环境十项举措，推动法
治营商环境增效扩面，大力开展

“万所联万会”“千警进千企”等
活动，常态化推进民营企业“法
治体检”，打造更高水平的法治
化营商环境。积极回应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及时开展涉及营商
环境的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着
力破除制约市场主体发展的政
策壁垒。 （张晶晶）

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法治建设

正月初八，热闹非凡，一场盛大的民俗大拜年游街
活动在半塔镇街头欢乐上演，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
前来观赏。

上午 8∶30，游街队伍准时从人民文化广场出发。
走在队伍最前列的是半塔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子母
灯”队伍。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艄公”们手持竹竿
划桨引船，两条子船依偎在母船两侧一步三摇，“船娘
子”们也没闲着，只见她们双手把着彩船，上演着“花引
路”“闯暗礁”“小过街”“大团结”等精彩场景，河蚌仙子
步伐轻盈而灵动，簇拥着子母灯腾跃穿梭。一旁的福

娃手持蒲扇，扭着歪歪斜斜的舞步，又做出打闹的滑稽
动作，引得现场观众笑声连连。女子龙灯队紧跟其后，
2条数十米长的巨龙在队员们的舞动下，上下翻飞，蜿
蜒游走，气势磅礴，仿佛在向人们传递着新年的美好祝
福，现场气氛瞬间被推向高潮，精彩绝伦的表演赢得了
观众的阵阵喝彩与掌声。

在游街过程中，道路两旁站满了围观的市民和游
客，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记录下这一欢乐祥和
的时刻。人群中，一位大爷兴奋地说：“这样的游街活
动太热闹了，让我找回了小时候过年的感觉。看着这

些传统民俗表演，心里特别温暖，也希望咱们的传统文
化能一直传承下去。”来自外地的游客李女士也表示：

“第一次来半塔游玩，就赶上了这么精彩的活动，真是
太幸运了。让我对这里的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更
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

据悉，“子母灯”中“子”代表人民的子弟兵新四军，
“母”代表人民群众，“子母灯”表演亮点就是舞蹈队列
变化绚丽，整个表演表现了船在水中与浪搏击的情景
以及军民团结奋斗、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和取得胜利
后的欢乐心情。这一表演从抗战时期被传承至今，反
映了人民子弟兵和人民群众的鱼水情深，映照了如今
的幸福美好生活来之不易。

此次民俗大拜年游街活动不仅为市民和游客带来
了一场视觉盛宴，也成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生动课堂。 （陈金萍）

民 俗 大 拜 年

本报讯 为传递党和政府对
职工群众的关心关爱，来安县总工
会在2025年春节期间聚焦重点群
体、创新服务形式，扎实开展“送温
暖”系列活动，切实增强职工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聚焦重点群体，精准靶向慰问
送关怀。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困难职工、劳模等群体，县总工会
统筹资源、分类施策，为540余名坚
守岗位的职工送上暖心礼包，走访
慰问困难职工家庭36户，发放慰问
金4.8万元，对111名省、市级劳模
进行慰问，传递“劳动光荣”的价值
导向。

丰富文化供给，传递新春祝
福暖人心。依托工会驿站，开展

“新春送温暖·驿站暖人心”活动，
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
体提供热饮、休息场所及春节礼

包。联合县文联、书法家协会开
展“送万福 进万家”书法公益系
列活动，组织书法家现场书写并
分发春联、“福”字 400 余副，营造
浓厚节日氛围，让职工群众感受
到“娘家人”的贴心关怀。

强化就业帮扶，助力职工稳
岗促发展。针对失业职工和转
岗人员需求，县总工会联合县人
社局举办“工会送岗位 乐业在
江淮”专场招聘会，邀请 90 家企
业提供 5261 个就业岗位，涵盖制
造 业 、服 务 业 、物 流 等 多 个 领
域。通过“线上直播带岗+线下
政策咨询”相结合的方式，为求
职者提供就业指导、技能培训等
服 务 ，现 场 达 成 就 业 意 向 1063
人，有效缓解职工就业压力，助
力企业稳岗用工。

（王宇淳）

工会活动增强职工获得感幸福感

本报讯 春节假期刚过，来安
县舜山镇各类企业陆续复工复
产。据统计，全镇共有3家企业在
节后第一周复工，复工人数达到
110人。该镇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
检查，全力护航企业安全生产。

在烟花爆竹专项整治中，镇应
急办联合多部门组成检查小组，深
入各销售点。共检查烟花爆竹销
售点24家，核查经营许可证，追溯
进货来源，检查消防器材，查看存
储环境，对不合规销售点当场下达
整改通知，限期整改。

针对全镇企业，开展拉网式检

查。深入生产一线，检查了3家企
业的设备检修记录、安全操作规程
执行情况和员工安全教育培训落
实情况，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建立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对隐
患清单化管理，确保整改到位。截
至目前，共排查出安全隐患2处，已
完成整改2处。

据悉，舜山镇将保持监管高
压态势，完善监管机制，加大安
全宣传教育，提高居民和企业安
全意识，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
向好。

（程芷郁）

舜山镇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过了来安县张山镇，沿着路边桃子形状的路灯的
指引，我们便来到仰山村，此时，虽是万物凋敝的严冬，
但道路两边民房上灿若云霞的桃花彩绘，仿佛把人带
进了桃花盛开的季节。桃子灯、桃花墙、桃花泉、望桃
亭……在仰山村，“桃”不仅是产业，更成为了文化，帮
助这个小山村实现了从贫困村到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
蝶变。

一堵“桃花墙”后，陈良松一家围坐在一起，和面、
擀皮、包包子，四人分工有序，白白胖胖的包子很快摆
满了小桌，水开上汽，包子排着队进了蒸锅，氤氲的雾
气合着一家人欢声笑语在小屋里久久不散。“儿子和儿
媳就要回深圳上班了，我年前就准备了很多年货，今天
再蒸点包子，让孩子们走的时候多带上点，在外面也能
吃到老家的味道。”陈良松说。

陈良松是仰山村最早种植桃树的那批人，早在
1995年，在大部分同乡都还在种植水稻、油菜、小麦等
传统农作物时，他便响应村里的号召，在自家的3亩多
地里种上了桃树。“收成还不错，就是卖桃太难了。”陈
良松回忆到，到了桃子收获的季节，每天刚蒙蒙亮就开
上拖拉机把桃子运到城里，找个路口等顾客上门，常常
要等上一天，才能把一车桃子卖完。

“零散种植不成气候，种出规模，种出名气才能打
开市场。”仰山村党总支书记刘海燕介绍，2004年开始，
张山镇组织当地农民去山东参观学习，并从山东请来
了技术员，带领指导大家种桃树，发展“桃经济”。渐渐
地，仰山村的桃园面积发展到 2000 余亩，每到阳春三
月，连片桃花次第开放，灿若云霞，吸引了众多游人前
来踏春赏花。

自 2012 年开始，仰山村依托桃产业，大力发展观
光农业、休闲农业，该村在围绕“环境美、田园美、村庄
美、庭院美”目标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同时，还新建了

停车场、旅游厕所、旅游环线、游客接待中心等基础设
施，深入挖掘“桃文化”，修建桃文化展示馆、望“桃”
亭、网红打卡点，修缮千年古树、桃花泉等景点，丰富
旅游内容，提升游客体验。目前，该村已成功承办 13
届桃文化旅游节，共吸引 100 多万名游客前来游玩采
摘，2020 年仰山村入选首批安徽省特色旅游名村名
单，2021 年该村又被农业农村部确定为“2021 年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

“第一年桃花节，我们都傻了，从来没见过那么多
人，第二年有了经验，村里人纷纷把鸡蛋、山芋等农产
品搬到路边兜售，两天功夫，全村的鸡蛋卖得一个不
剩。”陈良松说，仰山的桃子出了名，上海、浙江、江苏的
水果经销商都来了，为了方便群众卖桃，仰山村还专门
成立了合作社，并在桃园边上建起了瓜果交易市场、物
流服务点。到鲜桃成熟时，桃文化广场上停满了全国
各地的大货车，高峰期时，每天有20多万斤鲜桃从仰山
运往全国各地。

桃子有了好销路，陈良松又流转了26亩土地，种植
了锦绣、金蟠99、早金霞油蟠、霞辉10号、黄金蜜7号等
多个品种，“不同品种成熟期不同，保证从5月下旬到8
月底，我们的树上都有鲜桃。”陈良松说，除了有来自全
国各地的水果经销商，前来采摘的游客也络绎不绝，桃
子成熟的时候，到了周末，每天桃子采摘收入都能达到
2000余元。“我家桃子已经好多年没进过市集了，最多
的一次，家门口停了20多辆来买桃子的车，我现在不出
仰山村，桃子就能全部卖完。”陈良松说，靠着这20多亩
桃林，他每年能有10多万元的收入。

看准了仰山村的“人气”，隔壁庞河村的蔡建禹也
来到仰山，流转 200 亩土地，发展猪—沼—果循环农
业。购置沼气设备，将养殖产生的猪粪从涵管直接排
入发酵池，经发酵后，沼气自动压入储气罐，用来做

饭、发电，沼液则自动流入废液池，代替复合肥料。“用
沼液浇灌出来的水果，虫害少、个头大、口感好，再加
上仰山村的人气，来采摘的游客多，上门收购的水果
经销商也多，我们就只管种，不愁卖。”蔡建禹说，农场
种植了桃、李、杏、枣、西梅、樱桃等多种水果，每到成
熟的季节，采摘、收购的人们便闻香而来，“养殖加上
种植，一年净赚40多万元。”蔡建禹的笑容里满是丰收
的喜悦。

和蔡建禹一样因为看好仰山的发展前景而来到此
地的，还有高一军。高一军原本开了一家淘宝服务站，
为了拓展销路，成立食品加工厂，购置榨油机、磨粉机、
炒料机等农产品加工机器，将农民送来的花生、芝麻、
豆子等农产品加工成花生酱、芝麻糊、芝麻油、芝麻酱、
五谷杂粮粉等食品，以提升利润空间。

2020 年 12 月底，经过多方考察，高一军决定将企
业搬迁至位于仰山村的张山镇电子商务产业园内继
续发展。“这里场地大，能满足我们扩大生产的需求，
村里还有物流服务点，大大降低我们的物流成本。”高
一军说，2400 多平方米的场地让他大展拳脚，购置了
几条粮油深加工生产线，开发了牛油果油、紫苏油、亚
麻籽油等新产品，结合仰山村桃产业基础，利用网上
优势带动村内桃胶、黄桃等其他农产品深加工及网上
推广。到 2024 年，他网店的销售额已经超过 7000 万
元，不仅每年给村集体带来 25.4 万元的项目收益，还
将过去无人问津的桃胶，变成了村民口袋中实实在在
的收入。

温暖的阳光洒向大地，给千亩桃园镀上一层金
光，穿行于错落有致的民居之间，敞开的大门里，家家
户户都在忙碌着，“村里环境变美了，产业兴旺了，我
们的腰包也鼓起来了，日子越过越好，比我们种出来
的桃子还要甜。”陈良松笑眯眯地说。

从贫困村到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苗竹欣

滁州市滁谷食品有限公司的工人们正在打包发货。 吕 华摄来安县张山镇仰山村的桃农在大棚里修剪桃枝。 吕 华摄

为提高企业员工
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
自救能力，日前来安县
消防救援大队深入安
徽中汇发新材料有限
公司，开展消防演练指
导，通过专业的消防知
识和技能传授，增强危
化企业员工的自防自
救能力，确保危化企业
生产安全。

肖 芳摄

消防安全进企业消防安全进企业

本报讯 “您现在的积分是40
分，能兑换 4 包纸巾，需要换吗？”

“可以，可以。”日前，来安县张山镇
倒桥村村民张文敏拿着垃圾分类
积分卡，来到村里的“积分兑换超
市”换取所需的生活用品。积分换
物品，是张山镇推行垃圾分类工作
中的一项激励举措。

近年来，张山镇按照和美乡
村建设的要求，以全域洁净为目
标，以构建农村环境卫生长效保
洁机制为重点，扎实推进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减量处理工作，持续
擦亮美丽乡村的生态底色，提升
村民幸福指数。

自2020年8月起，该镇向每家
每户发放了一绿一灰两个垃圾桶，
积极引导村民对“可腐垃圾”和“不
可腐烂垃圾”进行正确分类，并投
放到各村的垃圾分类亭。

同时，垃圾分类员将可腐烂
垃圾收集回镇资源利用站加工成
有机肥料，这一节能环保的末端
处置方式，不仅能节约清运费用，
又能使垃圾再次利用，改善土壤
品质，真正实现垃圾分类减量化、

资源化和无害化目标，真正做到
“变废为宝”。

“通过近5年的努力，垃圾分类
覆盖全镇各村，初步实现了生活垃
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
分类处理的垃圾将近500吨，可腐
烂垃圾100余吨，受益人口2.4万余
人。”张山镇环卫所工作人员冯会
介绍说。

“以前大家没有垃圾分类的意
识，乱扔是常态，垃圾桶边环境脏
乱差，蚊虫很多，现在随手把垃圾
分一分，既能换来奖品，村庄的环
境也更加干净整洁，大家的生活更
舒适了。”张文敏和同行的村民们
露出满意的笑容。

据了解，为增强村民的垃圾分
类意识，有效提升垃圾分类的知晓
率、参与率和准确率，张山镇整合
多方力量，创新工作方法，持续开
展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倡导绿色、
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使垃圾分
类理念深入人心，切实提高了辖区
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水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活垃
圾分类新格局。 （张世勇）

张山镇垃圾分类擦亮乡村生态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