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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觉

近日，望江县杨湾镇曾墩村的百亩荷花竞相绽放。
蓝天之下，绿叶与花海相互交织，微风拂过，荷香扑鼻，
让人心旷神怡。荷花产业不仅扮靓了乡村，更成了乡村
的“致富引擎”。据了解，曾墩村水果莲蓬亩产值约4800
元，食用莲藕亩产值9000至 10000元。杨湾镇正以荷花
为笔，将“美丽荷花”转化为“美丽经济”，绘就乡村振兴
的壮美画卷。 （朱洋帆）

望江曾墩村：

“美丽荷花”
变身“美丽经济”

为弘扬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
德，传递社会温暖，近日，望江县雷阳街
道鹤湾小镇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颐和康
养服务中心开展敬老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身着统一标识，

分工明确，热情洋溢。他们有的拿起扫
帚、拖把，仔细为老人们打扫居室、整理
内务；有的细心地为老人修剪指甲与他
们亲切话家常，倾听他们的心声往事；还
有的志愿者发挥特长，为老人们表演了

精心准备的文艺节目。
欢快之余，志愿者们还为老人们带

来了按摩椅、营养品等生活日用品，表达
对老人们的关怀和祝福。

（全媒体记者 叶磊 朱宏强）

望江雷阳街道：鹤湾小镇志愿者服务队开展敬老服务活动

眼下，正是茄子丰收的季节。走进
望江县雷池镇雷池村蔬菜基地大棚
里，紫红饱满的茄子挂满枝头，村民
们熟练地采摘、分拣、装车，一派忙碌
喜悦的景象。据了解，基地目前种植

了 5 亩茄子，每亩地产量近万斤、产
值 1 万元左右。近年来，雷池镇依托
当地独特的生态资源，持续促进农业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坚持因地制宜发
展大棚蔬菜种植，大力推广“订单农

业”发展模式，同时不断拓宽销售渠
道，不仅丰富了群众的“菜篮子”，还鼓
起了农民的“钱袋子”，为乡村振兴增
添了“新活力”。

（沈凡 项守兵）

望江雷池镇：大棚蔬菜喜丰收 助农增收有“钱”景

近日，在望江县杨湾镇，一起因灌
溉沟渠引发的纠纷刚露苗头，便被网
格员老张在田埂上走访时敏锐察觉。
当天下午，镇村调解队便带着图纸上
门，组织双方厘清边界、协商方案。不
过三日，两户人家已合力疏通沟渠，矛
盾尚未发酵便消弭于无形。这样的高
效化解，如今在杨湾镇已成常态，从被
动接访的“救火队”转型为主动排查的

“瞭望哨”，以“早发现、快介入、暖调
处”的源头治理新路径，让矛盾纠纷止
于未发、化于未然。

网格服务织密“连心网”，把问题化
解在萌芽状态。杨湾镇划分责任网格，
镇村干部、党员骨干常态化深入田间地
头、乡邻庭院，变百姓“有事找政府”为
干部“主动找隐患”。网格员不仅仅传递
信息，更以“熟人社会”中邻居的温情、
可信的角色积极介入苗头性争议。一杯

清茶、几次拉家常的暖心铺垫，往往胜
过后期多次公文往返，确保潜在矛盾被
纳入视线，及时着手处理，在群众心结
刚起之时就予以纾解，有效避免了小问
题淤积为大矛盾。

闭环求解架设“暖心桥”，让回应跑
在期盼之后。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杨
湾镇实行统一入口受理、分类办理的机
制，构建起一条责任清晰、运转高效的
问题解决流水线。群众无论信访诉求
来自现场反映还是电话网络，都经统
一归口登记。杨湾镇构建了一套内部

“分类办理清单”的精准分拨流程，政
策咨询类直接对接对口部门立即回
应；涉及多方事项则组建专班综合发
力联合协调；疑难复杂事项明确镇领
导专责包保、全程跟进。同时，明确每个
回应都有固定时限，每一个关键节点都
对群众做必要说明，最大限度消除因过

程不透明所滋生的猜疑与焦虑。
善治延伸构筑“安心墙”，固本培元

润泽民心。杨湾镇创新拓展信访功能内
涵，不仅将其作为化解矛盾的“终点
站”，更使其成为体察民情、优化决策的
前沿“观察哨”。杨湾镇将群众信访反映
较集中的热点议题转变为提升基层治
理的优化方向，围绕咨询较多的惠农政
策，开展“阳光入户”行动，用一张张“明
白纸”、一场场“板凳会”实现政策精准
直达；针对易引发争议的土地承包、村
务管理领域，推动修订完善《村规民
约》，增设公开透明环节，使村务置于群
众监督视野。杨湾镇在信访实践中提炼
真问题，将群众声音内化为提升政务温
度、深化制度效能的源头活水，由此形
成了“民意收集—分析—决策反馈”的
良性循环圈，为信访量实质下降培育了
更深厚的土壤。 （陈东）

望江杨湾镇：源头巧治理 善治润民心

炎炎夏日，望江县长岭镇广袤的田野上，一幅以辣椒产
业为笔绘就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长岭镇紧紧抓住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将辣椒产业作为促进农民增收、
助力乡村振兴的重点产业进行培育和发展，这片土地正通过
科学规划、技术创新、产业融合和品牌打造，推动辣椒产业
向着规模化、标准化和品牌化方向大步迈进。 （檀春红）

望江长岭镇：全域同奏“椒”响曲

眼下，望江县漳湖镇回民村回民种
植专业合作社基地大棚内，甜瓜迎来丰收
季，一个个色泽诱人、香气扑鼻的甜瓜挂

满藤蔓，绘就出一幅生机勃勃的丰收图
景。据了解，合作社2025年一共种植了4
个大棚的甜瓜，主要品种是玉菇甜瓜、东

方蜜，产品主要销往杭州、嘉兴等地。目
前甜瓜正在大量上市，预计产量3万斤，
产值约20万元。 （吴园园 章含文）

望江漳湖镇：乡村经济“棚”勃发展

走进望江县高士镇焦赛村一家庭
农场的黄桃园，红黄的果实密密匝匝
缀满枝头，饱满丰润的形态在绿叶间
呼之欲出，清新甜蜜的果香弥漫空气，
引得往来游客纷纷伸手采摘。

黄桃园位于焦赛湖边的向阳坡地，
日照充足，水土温润，为桃树生长孕育了
天然温床，种植出来的桃子果形优美、糖
分丰盈、风味浓郁。来自望江水果市场的

批发商何二妹对此深有感触：“都说焦赛
黄桃好，我专程来果园批发，每次运回城
里，转眼就被顾客抢购一空。”

农场主人曹满元，一位心系桑梓
的返乡能人，是这片果园从无到有的
缔造者。2018年，他带着对家乡的深情
与实干精神，在焦赛村流转了60余亩
沉睡的土地和100亩养殖水面，打造集
果蔬采摘、休闲垂钓与农家体验于一身

的综合田园。如今，园中黄桃、桑葚、李
子、无花果等硕果累累。曹满元望着今
夏挂满枝头的黄桃，言语间满是欣
喜：“今年风调雨顺，加上我们除草、施
肥、剪枝、疏果，处处精细管理，30亩
黄桃的产量和品质都胜过以往！”产
业根系扎进乡土，也延伸出共富的枝
蔓——农场常年吸纳10余名乡亲就近
就业，每人年增收约3万元，让“家门
口”的劳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获得。

果园创新销售模式，采取“线上预
订+线下采摘”双线并行。红黄诱人、脆
甜多汁的果实，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
前来亲手采摘，节假日高峰时日接待量
逾两百人。果园里穿梭的人影，是农旅
融合在青山绿水间奏响的生动音符。

近年来，高士镇利用得天独厚的
生态优势，以“党支部+合作社+农户”
模式，精心绘制“一村一品”特色水果
产业蓝图，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鼓起
群众“钱袋子”的源头活水。同时，积
极谋划农文旅融合新路径，大力发展
农业观光游，越来越多的游客循着果
香而来，体验田园之乐——产业兴旺
的脉搏与群众增收的笑颜，在田野上
同频共振。 （张巅 何应松）

望江焦赛村：特色产业“鼓起”村民“钱袋子”

眼下，水稻迎来了生长的关键阶
段。望江县华阳镇磨盘村 2000 余亩
稻田宛如一片绿色的海洋，在骄阳
下涌动着勃勃生机。此时的水稻，正

处于分蘖盛期至拔节初期，这一阶
段是决定水稻产量和品质的重要时
期，对养分的需求极为旺盛。稻田
里，水稻种植户熟练地操作着农用

无人机，精准地将肥料播撒在稻苗
间，为稻苗提供充足养分，为秋粮丰
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吴园园 朱宏强）

望江磨盘村：小暑节气抓田管 培育壮苗促增收

走进望江县高士镇象嘴村南
山组村民活动中心，村民理事会
成员现身说法，用实际案例向村
民剖析高价彩礼、厚葬薄养等陋
习的危害，引导村民杜绝大操大
办、攀比浪费等不良现象。近年
来，高士镇通过制定完善村规民
约、开展“理事会长话新风”移风
易俗宣讲、评选“文明家庭”“四
榜十星户”等方式，让高价彩礼、
人情攀比等陋习得到有效遏制，
让婚事新办、丧事简办蔚然成
风，让文明新风成为乡村振兴的

“软实力”。
（黄佩佩）

望江象嘴村：文明新风拂乡野 移风易俗润心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