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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珠村属于典型的圩区村，三面环
水，处在金宝圩的圩心。该村依托丰富
的水域资源，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已由
原来的种植粮油棉改为养殖蟹苗和精
养成蟹，从而带动村民就地就业和创
业。其中，国家级合作社宣城市金新河
蟹苗种专业合作社最为典型。

“中秋节前后，每天订单达到
8000-10000单，现在稍微闲下来一点，
正好可以趁这段时间好好照看下新塘
口。”在金新河蟹苗种专业合作社社长
葛其寿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他口中的新

塘口——占地500亩的生态养殖塘口。
迎着暖阳，坐着小船行驶在生态养

殖塘口里，淡淡的水草香气扑鼻而来，
飞鸟不时驻足歇息。据葛其寿介绍，今
年年初自己承包了这片塘口，通过“种
草投螺”模式尝试生态养殖，目前塘口
虾鱼品质非常好，同用该塘口水的养殖
户们也纷纷受益，表示水产品质量大大
提高。“我们打算加大对生态养殖的投
入，带动更多养殖户加入生态养殖，争
取将新珠村的养殖业发展得更好更
稳。”葛其寿自信满满地说道。新珠村2006年作为省级新农

村示范点推广，开展了美好乡村建
设，各村庄通过多年的建设，村民
居住环境得到了较为明显的改善，
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和满意度都得
到了提升。同年，通过招商引资从
南京引进宣城市康鑫制衣有限公
司，极大地解决了周边近200位村
民的就业问题。

“家门口就业就是好，能照顾
老小，收入还不少。”在宣城市康鑫
制衣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唐
玲凤一边熟练地缝制衣服，一边乐
呵呵地吐露心声。

唐玲凤是水阳镇人，多年前外
出务工，虽然挣得多，但是家人照
顾不上，一直寻思着回乡工作的她
得知康鑫制衣招工，于是果断辞职
来到这里，一干就是好几年。因为
唐玲凤是熟练工，制衣速度快，人
又热心肠，深受大家的喜爱。

“家乡这几年变化特别大，不
仅环境美观了，生活便利了，而且增
收渠道逐渐变多，经济条件也越来
越好。”唐玲凤说目前她一年收入达
到6万多元，每个月还有几天的假
期，自己很喜欢现在的工作和生活
节奏，也没再考虑过外出务工的事。

离开葛其寿的生态养殖塘口后沿着
村道漫步，两旁的绿植长势喜人，家家户
户房前屋后都是清澈见底的水塘，水塘
里的螃蟹正慢悠悠地爬行，十分有趣。

颜值提升和产业发展离不开新珠村
的精心指导和全力帮扶。新珠村村主任
陈洪介绍，该村一方面从金融方面发力，
联系当地的银行和信用社跟农户对接，
为农户提供贷款服务；另一方面积极邀

请专家前来开展技术培训，提高农户的
养殖技能，促进农业生产效益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新珠村还被评为全
区乡村振兴示范村。接下来，该村将对
通往田间地头的几条道路进行硬化，同
时从村庄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着手，把
村庄打造得更加干净更有看头，让村民
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更足，着力打造更高
质量的乡村振兴示范村。

B 开启生态养殖新模式开启生态养殖新模式

C 村民获得感与日俱增村民获得感与日俱增

新珠村：金宝圩“明珠”熠生辉

村道旁绿树成荫，屋内外干净整洁，
文化墙精美别致，乡亲们喜笑颜开……
初冬时节，走进宣州区水阳镇新珠村，蓝
天白云下空气清新怡人，如画美景尽收
眼底，勤劳的村里人一刻也闲不住，纷纷
迎着暖阳忙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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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再创新辉煌

◇特约记者 王 香
本报记者 徐静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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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巷十八达巷改造效果图豆腐巷十八达巷改造效果图。。

近日，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
到，为提升城市品质、改善人居环境的要求，提
升老城区街容风貌，增强街区活力和商业氛围，
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业街区，豆腐巷街区即

将进行提升改造，目前设计方案正在公示中。
方案中提到，改造将以向史而新和保护

当代历史文化为设计理念，形成“豆”字形平面
布局，串联起鱼骨状空间格局。以时尚休闲、餐

饮美食与生活休闲为主题分别对豆腐巷、法制
路进行改造，同时对串联两条街巷的巷道空间
环境进行改造设计，打造文化休闲广场、餐饮休
闲广场、绿地休闲广场等节点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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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城“文化老人”奚本金介绍，这条小
巷有过好几个名字，但因为巷子里有不少做豆
腐的生意人，大家口口相传，就习惯用豆腐巷
代替官方地名。民国期间，这条路叫崇正路，
建国后改名新生路。再后来，再次改地名的时

候，这条街道就正式命名为豆腐巷。
此巷原有津津酒家，另有大观园浴室，宣城

高等小学堂（1902年开设，后改建三小分部）。
上世纪五十年代，宣城县工会设于此巷内。

据清嘉庆《宁国府志》记载，宣城城内外

有街巷91条，这些街巷的名称，大多是约定
俗成，有的以历史上府衙门所在地而得名，有
的以当时的各种市场所在地面相称，至清末
民初宣城城内演变为九街十八巷的格局。豆
腐巷便是九街十八巷中的一巷。

小巷小巷
历历史史深深

奚本金老人曾在豆腐巷里住了十多年，
亲眼见证了小巷里的不少变化。据他介绍，
上世纪五十年代，豆腐巷里成立过一个“工人
俱乐部”，每个星期五的晚上，都有不少单身
的青年男女来跳舞。一来二去，很多人就在
那里相识，最后喜结良缘。

如今的豆腐巷，服饰店、饭店、熟食店……

热热闹闹地开着，偶尔停驻一会儿，许会碰到几
个老熟人。豆腐巷虽不复往日辉煌，但温暖和
情谊一直都存在于老宣城人的记忆中。

李师傅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搬到豆腐巷
从事服装行业，到今年，已有整整30年了。

“我在豆腐巷经历了自己孩子的出生，到现
在孙子也出生了。”李师傅坦言，豆腐巷见证

了他人生中的很多大事件，现在豆腐巷要改
造升级了，他非常期待。“现在要带孙子，不
是每天都住在豆腐巷，等改造好了，我一定回
来看看！”

小小豆腐巷，一头连着悠悠岁月，一头连
着百姓生活。期待改造后的豆腐巷，成为城
市新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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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豆腐巷，宣城几乎无人不知。这条6米宽、360
米长的小巷，充满了人世间的烟火气息，承载了很多老
宣城人的回忆。

她是城市历史的缩影，文化的沉淀。高高低低的青
石台阶、爬满藤蔓的房屋外墙，无不在诉说老宣城的故事。

她也是城市的“微血管”，记录着城市的发展和变
迁。令人欣喜的是，这条小巷“旧貌”即将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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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惠民工程具
体指什么？

答：“文化惠民工程”
是指全市121个公共文化
场馆免费向公众开放，包
括 8个文化馆、8个图书

馆、7个博物馆（纪念馆）、98个乡镇综合文化
站。开展“送戏进万村”活动，确保全市795个
行政村每年每个村送正规演出不少于1场，丰
富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2021年在广德
市、绩溪县、旌德县建成全覆盖的应急广播系
统，实现县、乡、村三级平台管控，灾害易发区
域和所有村组部署户外广播终端，实现与省级
调度平台互联互通，建立应急信息发布机制，
充分发挥防灾减灾应急宣传作用。

二、文化惠民工程中提到的公共文化设施
包括哪些呢？

答：公共文化设施是指用于提供公共文化
服务的建筑物、场地和设备，主要包括图书馆、
博物馆、文化馆（站）、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
体育场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
动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乡镇（街道）和村（社
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农家（职工）书
屋、公共阅报栏（屏）、广播电视播出传输覆盖
设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点等。

三、农村有公共文化设施吗？
答：农村有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主要

是在乡镇（街道）和村（社区）设置的，集宣传文
化、党员教育、科级普及、普法教育、体育健身
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公共文化设施。

四、公共文化设施是全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的吗？

答：公共文化设施应当根据其功能、特点，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公众免费或者优惠开
放。公共文化设施开放收取费用的，应当每月
定期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公共文化设施开
放或者提供培训服务等收取费用的，应当报经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收取的费
用，应当用于公共文化设施的维护、管理和事
业发展，不得挪作他用。

五、在农村可以享受哪些公共文化服务？
答：国家重点增加农村地区图书、报刊、

戏曲、电影、广播电视节目、网络信息内容、节
庆活动、体育健身活动等公共文化产品供给，
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面向农村提
供的图书、报刊、电影、送戏进万村等公共文
化产品应当符合农村特点和需求，提高针对
性和时效性。 （市文旅局 市民生办）

美丽乡村“升级版”，
让生活质量“升级”了

我叫万品奎，71岁，家住郎溪县姚村镇妙
泉村柯村组。平日里，我主要是扎扎竹枝大扫
把，靠这个副业增加收入。

原先，通到家门口的是窄窄的土路，三轮
车进不来，扎扫把的竹枝都是我和老伴用背扛
肩挑的笨办法搞回家，吃了许多苦。现在好
了，前不久家门口修了水泥路，三轮车能把竹
枝、扫把柄直接送到大门口，扎好的扫把也能
直接在家门口装车发货，省事多了！这是“户
户通”工程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其实，让我们全村人受益的还有“环村路”
的修筑。“环村路”全长450米，混凝土路面宽
度为4.26米，新建桥梁1座，中间建了4处水
涵，今年夏季完工。要说这条路的好处，那真
是多得很——

以前，拖毛竹的三轮车穿村而行，经过七
弯八拐的村子巷道，一是不安全，二是经常刮
碰民房。现在，“环村路”修通了，三轮车绕过
村庄，直接开到毛竹山上拖运毛竹，既保护了
村巷，消除了安全隐患，又节省了成本增加了
收益，多好的事！

近两年来，国家花钱在村里老树尖的山脚
下开挖了大塘，这是我们全村人吃水的“大水
缸”；有了新开辟的水源地，家家户户都装了自
来水；村里还铺设了污水管网；村头村尾，该拆
的拆了，该修的修了，还建了公厕和篮球场；村
口又栽了不少树，还有花花草草，更好看了；路
灯也安装了，晚上出门到处都是亮堂堂的；柯
村河也整治了，河道里的杂草、淤泥清除了，有
几处危险的地方还搞了浆砌块石护坡。

我的家乡柯村越来越美了，听村里的干部
说，国家投了大钱，帮我们搞美丽乡村建设，这
叫美丽乡村“升级版”。这个“升级版”的打造，
让我们的生活质量“升级”了，老百姓的生活环
境也得到了大大的改善。这都得益于国家的
政策好，处处为我们着想，为老百姓造福！

（口述 万品奎 整理 王祖清）

2021年文化惠民工程
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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