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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万！花园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又分红了

本报讯 丰收节里话丰收，日前，宣州区澄江街
道花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股民们迎来了自2018年
以来的第四次分红。“除了高兴，还是高兴，今年竟然
拿到了5000多元，比去年多了好几百呢。”花园村三
岔路组村民胡爱莲看着自家银行“小本本”上多出的
一笔5348元收入笑得合不拢嘴……

每年的9月27日都是花园村村民的“丰收日”，今
年是花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连续分红的第四年，经全
体股东代表大会表决通过，2021年分红比例由6元每
股提升至7元每股，全额股的股民每人能拿到1099元
的分红，较去年增加了157元，增幅16.7%。全村477
户1131名股民，共分得红利106.3万元。今年，因为
疫情原因，为了减少人员聚集，花园村采取了银行打
卡的方式发放红利，股民们通过存折上的数字，再次
体会到了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幸福和实惠。

2021年，虽然受到了疫情反复的影响，但花园村
各集体企业依然坚挺，克服困境，迎难而上。截至8月
底，总营业收入达 3940.82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幅
28.8%，全年6000万元的营业收入目标有望突破。大
河有水小河满，花园村已经连续13年为高龄老人发放
生活补贴、为优秀高考学子发放奖学金，连续4年为全
体村民购买城乡居民养老和医疗保险，股金分红也开
始逐年增加，各项民生福祉在集体经济健康发展的保
障下逐渐“增温”。

据了解，2016年以来，花园村在市委、市政府的正
确指导下，不断提升“三变”改革质量，以推动乡村振
兴，加快产业发展为主导，多元化发展现代服务业，

“两委”干部及全体党员群众以“科学发展，集体壮大，
群众受益”为目标，自主经营了维也纳国际酒店花园
店、众轩花园酒店、幸福花园老年公寓、花园农产品配
送中心和花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 个实体企业。
2018年，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800万元，合作
社开始首次分红，截至目前，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已经
突破5000万元，花园村股民已经连续4年享受分红，
总额达493.5万元。 （本报记者 徐晨）

携手共植“摇钱树”
◇本报记者 谭艺莹 特约记者 王祖清

金秋时节生产忙。在郎溪县姚村镇夏桥村苗木
种植家庭农场里，一边是大苗起挖出售，一边是球形
小苗移栽，工人们起苗、护绿两头忙。

近日，农场主刘义林预约的20位起苗熟练工，
一大早从宣州区洪林镇乘专车，准时到达他的桂花
苗圃。

整理装备，带好工具，刘义林引导工人走进苗圃，
叮嘱道：“栓了红绳子的桂花树，挖。没有栓的，不要
挖。”工人扛锄曳锹，四散走进苗圃投入到起苗劳动
中。捆蓬、挖蔸、包球……苗圃里一派热火朝天的劳
动场景。

刘义林告诉记者，这批桂花大苗有120棵，冠幅
直径2.5米至3米，要发到芜湖市鸠江区，用于市政道
路绿化。“订单催得急，我们只好冒着高温赶货。”

在相距不远的朴树苗圃里，另有当地村民在林下
用容器袋培植精品球形苗木。挖坑、垫土、施底肥、植
入球形苗，再填土、浇水，每一个步骤都有技术要求，
几名熟练工在现场奔走指导，谨慎操作，确保成活率。

据刘义林介绍，这批容器袋种植球形灌木有650棵，
是从浙江金华购回的，主要有“亮晶球”、“水蜡球”、

“金禾球”和红花檵木等，准备培育两三年后出售，主
销方向是房地产绿化。

培植球形苗木的有30余人，都是附近村组的村
民。69岁的董仕平和老伴都在这里务工，董仕平已经
干了7年。“我们年龄大了，到外面找不到工作，在这里
一年能挣到3万多元，而且就在家门口，不错！”董仕平
乐呵呵地说。

夏桥村委会副主任盛飞介绍说，刘义林的家庭农
场季节性用工70多人，部分是脱贫户，能帮助他们稳
增收。另外，农场通过土地流转盘活了夏桥、四青、妙
泉3个村及姚村社区200余户的闲置土地，以年租金
的方式，也能为村民增加收入。

1980年出生的刘义林，家住姚村镇夏桥村朝阳
组。在外闯荡了多年，刘义林2012年返乡，开始创办
苗木家庭农场。9年来，农场从最初的30亩，发展至
现在1200亩，以培植绿化大苗和精品球形灌木为主。

说到效益和发展“钱景”，刘义林信心满满：“今年
行情好于去年，预计销售额能突破200万元，纯利润
差不多在70万至80万。我的苗圃还可以带动一部分
乡亲携手共同致富。”

秉持“生态立乡”，做活“绿色”文章，近年来，姚村
镇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民立足资源优势，发展苗木、绿
茶、时令水果等特色种植家庭农场和生态园，目前在
册家庭农场有55家。家庭农场通过“农业+生态”模
式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带动更多村民家门口就业，在
鼓了农民钱包的同时，又绿化美化了乡村。

道叉河何时改造，一直备受市民关注。这条
贯穿宣城市区的内河，北接敬亭山景区，西接中央
生态绿地，东接宛溪河景观，东穿古鳌城老北门，
是城市中央绿环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造后，道叉
河景观长廊将成为宣城山水的纽带。

从规划结构来看，道叉河景观带主要分为“三
区”：水岸人居体验区、中央生态绿地区、溯源追忆
区。其中，中央生态绿地区已经改造完成。

溯源追忆区位于昭亭中路至大坝塘路，整治
面积共6.95公顷，起到延续老城记忆，连接城市客
厅——中央生态绿地的作用，设计以带状空间+文

化节点的形式展示宣城民俗文化的魅力。主要节
点有花间作赋、“忆乡愁”滨水步道、玉露亭、望桩、
吉庆有余、五色花伞等。

水岸人居体验区位于广教寺路至瞿山路，整治
面积共5.45公顷，与中央生态绿地的文化展示区相
衔接，将打造成具有民俗戏曲文化特色的休闲娱乐
地带。主要节点有滨水广场、皖南花鼓戏景墙、打
五件小品、皮影戏文化广场、曲艺长廊、流翠廊等。

市政园林建设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沿河还
将设有10-50米的绿化带，以滨水景观步道将三
个区段的活动广场和景观串联起来。

我市又一条贯穿市区的滨水风景线开工

在泾县桃花潭畔的龙
潭村，有一座有着数百年历
史的满孙公祠。始建于清
代的满孙公祠正屋前后二
进，坐东朝西，祠前有院，是
当地老百姓茶余饭后休闲
娱乐的重要活动地点。近
年来泾县桃花潭镇司法所
创新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在
满孙公祠创建“百姓说事
点”，让群众通过“唠家常”
的形式，把矛盾纠纷、百姓
诉求等村情民意通过“说事
点”反映出来，供村民们商
议村庄发展之策，及时解决
矛盾纠纷。

“老书记，这事儿您得
帮我和施工方说道说道。”
记者刚走进满孙公祠的大
门，就看到一位50多岁的村
民急匆匆地赶来。“说事点”
的信息员翟继俊见状一边
招呼村民坐下，一边翻开桌
子上的本子，准备记录。这
位村民气呼呼地说，施工方
从他家田里铺设管道的时
候，说好了把管道深埋在地
下，不会影响耕种，可是没
想到施工的时候又在田里
修了窨井，给耕作带来了很
大的不便。翟继俊一边记
录一边安慰该村民，他会及
时向村委会和施工方反映，
把问题妥善地解决。

“老祠堂门一打开，几个人往里面一坐，把事情
讲一讲，把道理说一说，看似不可调解的矛盾，半天
时间基本上就能协商解决好。”翟继俊笑呵呵地告
诉记者，自己担任过多年村干部，去年满孙公祠“百
姓说事点”成立之初桃花潭司法所便邀请他担任首
任信息员。上任伊始，就有村民前来说事点反映问
题，翟继俊了解之后，发现是农村经常出现的土地
矛盾。为了确保公平公正，翟继俊在了解基本情况
后，走访了村民，并前往村委会调阅规划图，在调解
中拿出了可靠的数据和证据，让矛盾双方都心服口
服，妥善地将一起纠纷化解在基层。

“我们设立百姓说事点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
在第一时间收集到各种矛盾纠纷信息，及时将矛盾
纠纷化解在基层。”桃花潭镇司法所所长任翔告诉
记者，当时在满孙公祠设立“百姓说事点”就是考虑
到传统的矛盾纠纷排查都是调解员或信息员走村
入户进行摸排，由于外出或农忙，在农村经常找不
到人导致漏查，满孙公祠是村里的群众经常聚集活
动的场所，“点上”的信息员通过倾听百姓闲谈，能
够在第一时间捕捉、收集、反馈各种矛盾纠纷信息，
并及时反馈到村以及司法所。截至目前，龙潭村的
满孙公祠“百姓说事点”已经收集民情信息上百条，
化解各类矛盾纠纷50余件，有效地维护了基层社
会稳定。

认水稻、挖芋头、种菜籽……在广德市东亭乡
东亭社区种粮大户的田里，一群小学生忙得不亦
乐乎。日前，东亭乡妇联联合乡农业农村发展中
心组织的“桐童故事汇”农业研学活动走出教室，
给东亭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社
会劳动实践课。

“这么高的稻穗，其实是从一粒小小的谷子生
长起来的，我们的每一粒饭都来之不易。”广德市
农业农村局农艺师张德海站在稻田边给孩子们耐
心讲解水稻萌发、分蘖、孕穗、抽穗等生长过程，

“一粒小小的稻谷要通过农民们育苗、除草、灌溉、
施肥的辛勤劳作才能生长成饱满的米粒。”

孩子们仔细听着老师的讲解，充分感受到了
劳作的艰辛和粮食的来之不易。张德海选择一株
稻穗，请孩子们上前捏一捏。“我发现有的稻壳是
空的，有的稻壳有米。”小朋友们争先恐后地说。

“这是黄熟期的稻穗，距离水稻完全成熟大概还需
要半个月的时间。”张德海笑着为孩子们解开疑

惑。“沉浸式”教学让课堂气氛热烈又活泼。
这边学习完水稻知识，张德海又带孩子们来

到芋头田里挖芋头。孩子们看见平常吃的菜埋在
泥土里，充满了好奇，在老师的指导下兴致勃勃动
起手来，既品尝到了收获的喜悦，也体验到了劳动
的辛苦。

活动最后，张德海给孩子们分发了花盆、泥土和
青菜籽，教他们种植技巧，小朋友们捧着青菜籽如获
至宝的样子逗得工作人员哈哈大笑。“我很高兴接到
种菜的任务，等我的菜长好了，我也是个合格的‘小
菜农’啦！”参加活动的程宇小朋友开心地说道。

“今年以来，我乡妇联已经开展两期‘桐童故
事汇’农业研学活动，覆盖学生近百人。利用社会
实践课时间，带孩子们走出教室、深入田间，让他
们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通过
实践活动培养孩子们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良好的
劳动品质，进一步擦亮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常
态化工作品牌。”东亭乡妇联主席韩阳说。

市民又将多一处休闲娱乐的绿色
空间。记者从市政园林建设管理处了
解到，我市又一条滨水风景线、文化休
闲游憩带——道叉河综合整治工程已
于近日开工，计划工期为1年半。

农技专家给小朋友们讲解水稻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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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惠民 张玉荣

未来，道叉河将和已经改造的宛溪河、泥河段
一样，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看风景的好地方。

根据规划，道叉河滨河绿道设计为步骑行综合道，
设计宽度为2.5-3米，可供游人散步、慢跑、骑单车。

人们沿着滨河绿道休闲时，四季都可以欣赏
到美景。规划显示，沿河将打造郊野湿地植物带、

活力人居植物带、城市风情植物带，每个植物带里
将种植不同的植物，有高大的行道树、稍矮一些的
小乔木、丰富的灌木和各种时令花卉、水生植物。

“待到草长莺飞时，景观会非常美丽。”市政园
林建设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沿河整治工程已于
近日开工，目前正在做清表等前期工作。

根据规划，道叉河景观带还将成为宣城的城
市记忆地、文化栖息所。市民将来漫步河岸，还会
看到许多具有宣城特色的文化元素。

贯穿全园的游步道，将以农家磨盘、陶瓷碎片
为装饰元素，搭配古朴典雅的小青砖、生态自然的
鹅卵石，拼成特色民俗图案，体现宣城文化。

溯源追忆区的“花间作赋”节点，将借助水榭、
题诗，展现宣城酒文化。

在康乐街-敬亭路路段，将会以宣城博物馆收藏
铜镜的图案为元素进行道路设计，同时沿景观大道布
置花轿、结婚场景等，反映宣城独特的民间婚嫁习俗。

在敬亭路附近的道叉河段，市民还能到“五色
花伞”的灯光雕塑，主要展示的是市第三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油布伞文化。

水岸人居体验区里的皮影戏文化广场、皖南
花鼓戏景墙，更是文化元素凸显，乡土情味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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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技专家给小朋友们讲解水稻的相关知识农技专家给小朋友们讲解水稻的相关知识。。

沿河打造城市文化栖息地沿河打造城市文化栖息地

又一处四季有景的游憩带又一处四季有景的游憩带

满孙公祠满孙公祠““百姓说事点百姓说事点””内内，，翟继俊翟继俊（（左左））
正在倾听群众的诉求正在倾听群众的诉求。。

道叉河景观带溯源追忆区节点效果图道叉河景观带溯源追忆区节点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