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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在行动

打造党员电教片精品高地
本报通讯员 魏 珊 本报记者 刘银昌

近年来，凤台县聚焦打造优质党
员电教片佳作高地， 持续在资源开
发、品牌打造、学用结合上发力，致力
构建新格局，创造精品佳作。

该县促挖掘、强调研 ，做好资源
开发的“整合者”。 切实挖掘县域内红
色资源，根据时间、地点形成编码档
案，为后续制片创作提供源头。 依托
乡镇基层力量， 聚焦 “皖美村支书”
“优秀共产党员”“祖孙三代守墓人”
“最好驻村干部”等红色人物，进行一
对一访谈， 深挖细抠当代真人真事，
厚植红色精神家园，打好精品电教片
加强“针”，定期播放党员、群众喜闻
乐见的《红色故事汇》《美丽乡村领头
人》《深山筑梦人》等系列教育片。

严机制、拓技术 ，争当作品打造
的“推动者”。 严格按规办事，根据省、
市党员电教远教工作 “五项机制”要

求，建立资源开发保障制度，将年度
开发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实现双
向联动机制， 确保资金到位， 据悉，
《嘱托》和《帮扶情缘》两部独具凤台
县本地特色的电教片荣获全省第十
五届党员电教片观摩评比活动优秀
奖。

强宣传、搭平台 ，成为学用结合
的“践行者”。 根据往期电教片播放反
馈，调整课程内容、工作形式，利用线
上线下双管齐下，及时提高宣传辐射
面，线上通过三微一端、社区电子公
告栏、村内大喇叭等多种方式，扩大
宣传效果；线下促进三会一课、主题
党日、组织生活会等党内组织活动开
展，搭建立体化平台。 今年以来，凤台
县电教远教平台收获好评 500 余条，
策划推出“争优争干”等系列践行活
动 30 余场。

“党建+”模式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讯 近年来，凤台县新集镇

将 “党建+”工作模式贯穿全镇的工
作之中，把基层党建融入乡村振兴各
环节、全链条，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党建+组织建设”，建强乡村振
兴主心骨。 该镇进一步抓实建强农
村基层党组织， 选优配强村党支部
书记 ， 健全村支两委班子 ，21 个村
（社区）全部实行书记与村委会主任
“一肩挑”， 村基层组织力量得到了
进一步加强。 同时重点培育爱农业、
懂技术、 善经营的新型农民作为后
备干部，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建设，为
村“两委”干部后备力量积累丰富的
工作经验。

“党建+产业发展”，拓宽村集体
经济发展新路子。 该镇将产业发展
与加强基层党建同研究、同部署、同
推动，积极推行“党支部+合作社+农
户”“党支部+家庭农场 ”模式 ，充分
挖掘当地资源优势， 紧紧抓住产业
兴旺这个“牛鼻子”，大力发展“一村

一品”特色产业，盘活农村“沉睡”资
源，引导村党组织积极和龙头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能人大
户合作。

“党建+基层治理”，描绘乡村振
兴新画卷。 该镇依托“党群服务+文
明实践”综合体建设，推行党员网格
化管理，建立“村党组织—党员—群
众”的“三级网格”模式，将各村网络
化管理，根据地域相近的原则，分片
联系群众。

“党建＋环境整治”，争创文明生
态宜居村。该镇把乡村环境综合整治
列入基层党建绩效考核清单，推动各
村党支部和广大党员投身美丽乡村
建设之中，让人居环境亮起来。 今年
以来，动员党员干部、公益性岗位、驻
村工作队、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队 1470 余人次，参与环境整治，实现
由“一时美”向“持久美”转变。

（本报通讯员 陈 明
本报记者 刘银昌）

让“菜 篮 子 ” 拎 得 更 舒 心
本报讯 为提高菜市场的管理水平

和服务质量，创造更加安全、卫生、便利
的购物环境 ，今年以来 ，凤台县大兴镇
积极推进“文明菜市”暖民心行动。

为实现此次整体提升计划 ，大兴镇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 首先对菜市场的

管理进行全面审查 ， 对存在的问题进
行深入地分析和研究 。 在此基础上 ，该
镇 制 定 一 套 切 实 可 行 的 整 体 提 升 方
案 ，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得到广泛
的认可和支持 。 该镇注重规划和布局 ，
优化市场的内部结构和布局 ， 引入先

进的管理技术和设施 ，如监控系统 、智
能计费等 ， 从而提高了市场的安全性
和管理效率 。 经过改造和提升 ，大兴镇
菜市场焕然一新 ，当地居民纷纷表示 ，
新的菜市场干净 、整洁 、宽敞 ，购物环
境舒适 。

大兴镇负责人表示， 此次 “文明菜
市” 提升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当地居民 ，
打造更加安全、卫生、便利的购物环境 ，
提高市场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本报通讯员 刘 锐
本报记者 刘银昌）

发展特色品牌 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凤台县关店乡千亩大棚羊角酥、花香瓜等品种开始转入旺果期，每

天一大早， 瓜农们把采下的新鲜产品托运到蔡庄村批发市场， 销售给来自河
南、江苏以及省内的客户。 图为蔡庄村民宋炳军夫妻刚采摘的 2800 公斤甜瓜
一上市就销售一空，妻子高兴得合不拢嘴。

本报通讯员 唐家林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摄

打好防治“组合拳” 守牢粮食“基本盘”
本报通讯员 岳 荣 本报记者 刘银昌

“农技员来到俺家的田间地头，手把手教我们田管
技术，我们心里踏实多了。 ”近日，凤台县关店乡常楼村
村民常开国在无人机施药现场感慨道。 正在操作无人
机的村民王殿信介绍说：“我承包了 4000 多亩麦田，这
几天，每天都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小麦生长势头，抢抓有
利时机做好田间管理。 ”

当前是小麦抽穗扬花期，同时也是小麦赤霉病、穗
蚜、白粉病等病虫害的高发期。 为深入动员广大群众迅
速掀起小麦病虫害防治高潮， 保障全县 67.3 万亩小麦
丰产丰收，连日来，凤台县坚持早宣传、早部署、早防控
的原则，加强监测预警、科学防控、指导督导，扎实推进
小麦赤霉病防治，为夺取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截至
目前， 凤台县 67.3 万亩小麦已全面完成二次全覆盖统
防统治任务。

该县加强安排部署，从 2 月中旬开始，安排部署全
县小麦赤霉病防控工作，确保粮食丰收。 县政府成立了
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指挥部， 统一协调指挥全县小
麦赤霉病防控工作。 印发了《凤台县 2023 年小麦赤霉病
全覆盖统防统治实施方案》，对全县小麦赤霉病防控工
作进行周密部署，要求各乡镇、县直有关部门做到有安
排、有调度、有宣传、有监督。 紧盯小麦生育进程，做好

适期防控，严格做到应防尽防，全面完成两次高质量防
控任务，确保防控覆盖率达 100%。

加强监测预警，充分发挥新集镇大庄村、古店乡新
河村、大兴镇武集林场 3 个基层测报点的作用，在小麦
赤霉病防控“窗口期 ”落实日调度日通报制度 ，安排专
人负责，增加田间调查频次 、扩大调查范围 ，盯紧小麦
生育进程和天气变化，及时会商分析，做好小麦赤霉病
预报预警及时、科学、精准发布，做好农户的宣传指导，
解决预警发布“最后一公里”问题。

“小麦赤霉病防治 ，事关村民一季子的收成 ，镇纪
委通过‘一线走访’监督，综合运用小微权力监督‘一点
通’等平台，彻底解决村民种庄稼中的难点、堵点，严查
在春耕生产中出现的不担当 、不作为 、乱作为等问题 ，
以有力有效监督确保不误农时。 ”尚塘镇负责人告诉记
者。

在防控 “窗口期 ”，凤台县还通过政府网站 、微信
群发布了 《凤台县 2023 年小麦赤霉病发生趋势及防
治意见 》， 印发 《小麦赤霉病防治技术明白纸 》10 万
份 ，利用广播电视 、气象短信平台 、送科技下乡活动 、
农民培训和基层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活动等有效形式 ，
广泛宣传指导 ，动员部署 ，全方位营造赤霉病防控的
社会氛围。

加强科学防控，为规范飞防作业标准，提升飞防作
业质量， 凤台县对参加小麦赤霉病统防统治的合作社
飞手进行统一培训。 组建 10 个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应急

防治小队，如遇突发灾害天气，应急防治小队每天可防
治面积 10 万亩，减少灾害损失。 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
飞防的第三方实时监管， 引导防治组织通过平台备案
方式，建立健全防治组织资料档案 ，建立服务档案 ，全
县已纳入省植保无人机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管理平台无
人机 410 台，实现全程可追溯管理，及时掌握飞防进度
和质量。 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加强农资市场监管，做好
发放药剂抽检及市场销售农药的监督管理， 确保广大
农户用上放心对路农药，提高防治效果。

加强指导督导，县农业农村局组建 4 个小麦赤霉病
防控督查指导组，在防控关键时期，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督查及技术指导。县乡全面落实“行政人员+技术人员+
防治队伍 ”的 “三位一体 ”网格化包保模式 ，同时安排
180 名农技人员技术服务包保到村、到服务主体，确保
防控“窗口期”网格化技术包保服务工作 ，确保防控措
施落实到户、技术措施落实到田。 县农作物重大病虫害
防治指挥部办公室安排专人 24 小时值班，采取挂图作
战的方式，对全县防控工作实行日通报 、日调度 ，确保
防控不落一户、不漏一田，坚决打赢小麦赤霉病防控攻
坚战。

凤台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示， 该县将落实好各
项惠农补贴政策，实施好省级粮食生产发展项目，建设
好省市县三级共建指挥田， 加大关键技术措施推广力
度，推进优质粮生产基地建设，推行 “按图索麦 ”模式 ，
守住粮食安全基本盘，筑牢经济发展压舱石。

科技推动产业兴旺 生态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通讯员 刘明勇 本报记者 刘银昌

紫莹莹的桑葚、红彤彤的草莓、鲜艳
艳的樱桃……近日， 来自凤台县及周边
县区的游客们一边享受采摘的乐趣 ，一
边享受喜悦与味蕾得到的双重满足。

近年来， 凤台县凤凰镇立足自身发
展实际和资源优势， 大力实施绿色兴农
和产业兴农战略， 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 ，致
力于打造集观光农业、休闲农业、乡村旅
游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助推乡村产业
融合，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近日， 位于凤凰镇岗胡村的润航生
态循环农业科技示范园内游人如织。 “最
近来体验采摘的人比较多， 大多以家庭
为单位， 有本地县城的， 也有周边地区
的，特别是 ‘五一’期间，来采摘、游玩的

客人更是应接不暇。 ”润航生态循环农业
科技示范园负责人说。

然而， 鲜为人知的是这片园区下却
布满了管道 ， 物联网随处可见 ，“猪—
沼—水生蔬菜—无公害果蔬” 的生态循
环每时每刻都在运行， 充满科技感的无
土栽培， 生态浮床上种植的全是有机水
芹，浮床下面套养的是泥鳅。 占地约 1000
亩的循环农业示范园， 不但解决了畜禽
养殖污染问题， 还持续向外输出美好乡
村黑臭水体治理的“生态秘方”。

近日， 记者走近凤凰镇芮集村田园
综合体项目现场， 映入眼帘的整齐排列
的大棚，成片的果园、菜园，整个园区里
散发着大自然的味道。 凤凰镇芮集村田
园综合体项目以“农养、农耕、农旅”综合
体验为抓手，积极发展观光、休闲 、体验
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建设， 带动周边群
众 300 余人就业， 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80 万元。 目前田园综合体项目一期工程

已完成，建成大棚 152 个，总面积 107541
平方米。 并同步实施田园综合体项目二
期工程， 完善一期工程的配电和排水功
能，提升基础设施水平，防范旱涝灾害 ，
为田园综合体下一步发展点燃了新希
望。

凤凰镇芮集村田园综合体项目是凤
台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推进乡村
振兴， 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
具体体现。 凤凰镇紧紧围绕“打造田园风
光、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思想 ，依托村
集体经济合作组织， 加强农业托管综合
服务，积极探索“合作社+种植大户”经营
模式，提高科技种植技术，集中组织物流
运输， 发挥规模经济优势， 盘活土地资
源。 同时围绕产业定位，突出资源优势，
打造特色功能区板块， 即特色种植功能
板块、生态采摘功能板块、观光休闲区 。
通过打造田园综合体， 培育农业农村发
展新动能， 以绿色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建设。
农民公园小桥流水绿树成荫、 文化

广场设施齐全、文化乐园百花齐放，滨湖
园农家乐远近闻名。 近年来，凤凰镇进一
步提高土地综合利用水平， 拓宽农民增
收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丰富农产品种
类和形成区域特色农产品优势， 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 先后荣获国家级新农村建
设示范村、安徽省首批美好乡村建设中心
示范村、省级绿色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等
荣誉称号。该镇负责人告诉记者：“我镇将
按照总体规划，持续发力，以岗胡村、芮集
村为生态产业示范村，贯彻‘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生
态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全面发
展， 做好园区内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立体化满足游客需求， 开发乡村餐饮、乡
村记忆馆等农旅融合产业， 深挖品牌效
应，深入推进农文旅融合，让绿色田园综
合体遍地开花。 ”

加快重点项目建设
蓄势赋能园区发展

今年以来，凤台县积极推动
新建项目早开工、续建项目早复
工、储备项目早落地，开足马力
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跑出“加速
度”， 为凤台县高质量发展增添

“新动能”。 图为凤凰湖新区重点
项目建设一角。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刘明勇 摄

快乐和“双减”撞个满怀
本报通讯员 孟凡静 庄梦君 本报记者 刘银昌

“老板年纪小，商品随便挑。 ”“走
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近日，在孩
子们的叫卖声中，凤台县实验中学首
届校园跳蚤市场如火如荼开市。

凤台实验中学一、二年级的师生
齐聚操场，开展了一堂趣味横生的校
园实践活动。 在各班老师的带领下，
同学们有条不紊地进入指定区域开
始“摆摊”。瞧！摊主们卖力吆喝，琳琅
满目的商品让买家们挑花了双眼，每
名同学都收获满满。

“摊”开想象，“集市”行乐，“买家
们”穿梭在市场的各个角落。 “我买了

一本故事书”“我买了一只毛绒玩具”
“我买了一套文具” ……小朋友们买
来的是快乐，换来的是成长。 售货员
们极力推销， 收银员们认真记账，每
个摊位都收益颇丰，每名同学都得到
了锻炼。 “交易”让同学们在玩中学，
又加深了对“元角分”的认知。

“提质减负，快乐学习”是凤台县
实验中学秉持的教学理念，本次活动
让孩子们懂得了节约循环利用，培养
了理财意识，聚拢来是快乐，摊开来
是收获。 “双减” 政策在校园落地生
花，也让快乐与“双减”撞个满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