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者 汪玉

初冬时节，位于九华山脉环抱中的
青阳县朱备镇朱笔村，田园风光与古朴
老街相得益彰，焕发勃勃生机。近年
来，朱笔村立足区位优势，积极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打造美丽宜居乡村环境，
激活传统村落经济发展潜力，不断推进
资源向资产转化，坚定不移地走文旅融
合发展之路，乡村越来越美、旅游越来
越火、老百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升级环境，村庄美了

只要有点空闲，市民王奔总爱带着
朋友来到朱笔村榨里公园。一行人在青
通河边的沙滩上，搭起烧烤架，一边享
受美食，一边感受山野之美。“这里环
境好，有丰富的老人孩子活动设施，还
有专人管理和便利的停车条件。”王奔
赞道。

漫步在河边步道上，朱笔村党总支
书记朱伟回忆说：“这片河滩曾经杂草
丛生，几乎无人问津，但却是远眺九华
山脉的最佳地点之一，闲置了很可惜。”

这片荒草地的蜕变始于 2019 年。
当年，榨里中心村被评为省级美丽乡村
建设示范点。村里以此为契机，围绕

“运动休闲”发展定位，对全村环境进
行改造升级。近年来，该村先后完成了
沿青通河畔亲子乐园、田园游览步道、
健身广场等建设，以及配套的旅游服务
驿站和停车场。与此同时，村里通过铺
设4000余米的污水管网，推进农村生
活垃圾收集、处理系统建设，解决了农
户污水排放问题，提升了人居环境。

如今的朱笔村变身为乡村旅游目的
地。今年，为了进一步提升游客的旅游
体验，村两委以每年3万元的价格，将
榨里公园区域出租给池州晶宇鸿商业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运营。“这不仅能增加
村集体收入，还能通过专业化的管理提
高村里的旅游服务质量。”朱伟表示。

修旧如旧，老街火了

朱备老街与榨里公园隔河相望。漫
步老街，初冬的阳光温柔地洒在青瓦白
墙间，古朴干净的青石板路蜿蜒铺展，游
人们悠闲漫步，感受老街的悠然气韵与
婉约风情。据朱伟介绍，曾经的朱备老街

是镇上的主干道，街两旁店肆林立，好不
热闹。然而，随着时代发展，老街逐渐失
去了昔日的辉煌，逐渐被人遗忘。

如何让老街获得“新生”？朱笔村
着眼文化旅游，寻求答案。

去年，朱笔村投资223万元，按照
“修旧如旧”的原则，对老街进行改造
提升。“我们在老街改造过程中，注重
传承保护本村的历史文化脉络，刻意规
避了千篇一律的‘新老街、伪老街’做
法，尽量保留历史风貌，深入挖掘老街
的商贸文化、耕读文化，以旅游逻辑构
建产品布局，增加游客的可玩性，让他
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当地的文化和风
俗。”朱伟介绍道。

“从前是脏乱差的农村，现在感觉
像住在度假村里，环境优美。”村民施
慧觉得，老街改造不仅替她留住了儿时
记忆，又不失生活便利。改造提升后的
老街，旧貌换了新颜，不仅是当地居民
们生活的美好家园，还是一个充满历史
感的旅游打卡地。游客置身于此，仿佛

“旧时光”在身旁缓缓流淌：旧农具和

老砖瓦变成了装饰品，点缀在民居墙壁
上；腌制咸菜的旧坛罐种上了鲜花，装
点着院落，显得格外自然和谐；屋前屋
后的小菜园和小花园布局有序，充满生
机与活力……据统计，今年以来，老街
吸引游客超过2万人次。

丰富业态，资源活了

走进朱备老街内新近开业的老街村
咖，店内播放着悦耳的民谣，游客们手
持咖啡杯畅聊，一幅岁月静好的模样。

“这里真是将生活的烟火气与诗意完美
结合。”来自合肥的游客汪洋，对朱笔
村之旅非常满意。

在老街，还有几栋古朴的民居正在
被重新改造布置，不久后将会变成茶馆、
花艺馆等业态开业。“环境提升了，还需
要吸引人气。”朱伟介绍，近年来，一些村
民外出务工，留下了闲置房屋。村里引导
村民通过自营、出租、入股等方式，唤醒

“沉睡的资源”，发展新业态。如今，老街
的“空心房”被修缮，已有多栋出租。“这
些不同类型的业态为朱笔村的旅游业注

入了新的活力。与此同时，村里还积极开
展文化节、年货节等活动，探索夜游项
目，开发文创产品，让老街文化焕发出
新光彩。”

“以前想离开农村，现在发现这里
真好。”返乡创业的80后青年王秀娟在
外闯荡几年后，看到了家乡的旅游发展
潜力，回村开办了农家乐，高峰时一天
能接待300多名游客。

从打造网红景点到保护传承老街文
化，再到吸引外来投资，朱笔村走出了
一条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之路。今年以
来，朱笔村接待游客量突破10万人次，
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益达到40余万元。

“我们将继续盘活闲置房屋，强化后续
管理和维护，积极吸引村民返乡创业，
吸引更多投资者前来投资兴业，不断丰
富各种特色文旅新业态，进一步提升村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朱伟
表示。

近年来，青阳县朱备镇朱笔村立足区位优势，通过加强环境治理、改造
升级老街、丰富旅游业态，坚定不移地走文旅融合发展之路——

美了乡村富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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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行·看振兴

□ 通讯员 丁满莲

实 时 监 控 、数 据 分 析 、智 能 调
度……日前，笔者走进东至经开区智
慧园区管理中心，只见4面显示屏占据
了墙壁的一半面积，整个园区的实时
监测画面和数据信息一览无余。

作为安徽省首批创成较低安全风
险等级（D 类）化工园区，近年来，东至
经开区以安全、环保为核心，以数字化
转型升级为目标，持续优化园区智慧
化管理平台，搭建数字化、智能化、智
慧化安全环保监管体系，全面提升园

区安全监管能力和服务水平。
“智慧管理中心系统整合升级原智

慧安监、智慧环保、园区封闭化等信息
化管理平台，对全区企业的数据进行集
中、整合、智能分析展示，通过‘一屏知全
域，一网管全区’，实现园区安全监管从
传统隐患排查向实时风险监测的转
变。”东至经开区智慧园区管理中心工
作人员叶鹏介绍。

据悉，该系统搭建安全风险智能
化管控、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气体泄漏
探测、视频监控、智慧环保 4 个应用平
台。为提高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气体泄

漏探测效率，平台在园区核心区域部
署了 1 套傅里叶气云光谱成像和 2 套
高空瞭望热成像设备，通过高空实时
查看气体速扫结果和热成像画面，与
地面各企业气体监测报警器，形成“空
地一体”监测体系。“一旦出现超安全
阈值的高温、烟雾和气体泄漏等情况，
系统就会实时自动判定识别、精准定
位并发出预警。我们会快速动员相关
部门核实情况并消警处置，第一时间
杜绝隐患或事故。”叶鹏说。

“消防用品要及时补充或更新。没
有安全生产这个‘1’，再多的发展成果也

难免成为‘0’，再多的‘订单’也只会成为
‘罚单’……”在安徽新北卡化学有限公
司罐区车间，东至经开区管委会应急管
理局副局长殷之晨边检查边叮嘱道。

筑牢安全防线，关键在于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近年来，东至经开区积极
引进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第三方监管
驻点服务，实施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
常态化开展企业交叉互查、安全生产
突击夜查、特殊作业现场核查等隐患
排查行动，持续推进传统高危工艺、高
危环节的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
能化无人。“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抓安全
生产工作，打好‘人防、物防、技防’组
合拳，扎实推进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全面提升危化品
安全监管水平，推动化工产业高质量
发展。”殷之晨表示。

数字化转型助推化工园区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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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来信来电举报统计表
（第二十八批）

督察进驻时间：2024年10月20日—11月20日
受理举报电话：0551-62956707
受理举报信箱：安徽省合肥市A167号邮政信箱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8∶00—20∶00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群众信访举报受理方式公告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来信来电举报统计表
（第二十七批）

10月20日起，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进驻安徽，开展为期 1 个月的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

截至11月16日9时，我省收到中央第
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二十七批
群众信访举报件160件，涉及环境问题160
个。其中，大气环境问题65个、水环境问题
34 个、噪声问题 26 个、其他污染问题 18
个、土壤问题8个、生态问题8个、辐射问题
1 个。第二十七批转办信访件涉及 16 个地
市，分别是：合肥市（33 件）、阜阳市（14

件）、宿州市（13 件）、亳州市（12 件）、淮南
市（10 件）、芜湖市（10 件）、滁州市（9 件）、
蚌埠市（8 件）、马鞍山市（8 件）、淮北市（7
件）、六安市（7 件）、安庆市（7 件）、黄山市
（7 件）、宣城市（6 件）、铜陵市（5 件）、池州
市（4件）。

上述信访件已及时交相关市办理。依
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的要求，信访
件办理情况在10天内反馈到督察组，整改
和处理情况同时向社会公开。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安徽省转办第二十七批信访件

类型

设区市

交办情况 污染类型

移交件数 水 大气 土壤 生态 噪声 辐射 其他

合肥 33 3 13 1 3 8 5

阜阳 14 4 4 2 3 1

宿州 13 2 6 1 1 2 1

亳州 12 4 6 1 1

淮南 10 2 4 1 1 2

芜湖 10 3 2 1 2 2

滁州 9 1 5 2 1

蚌埠 8 6 1 1

马鞍山 8 4 2 1 1

淮北 7 1 2 1 1 2

六安 7 3 1 1 1 1

安庆 7 5 1 1

黄山 7 5 1 1

宣城 6 1 5

铜陵 5 2 1 1 1

池州 4 1 2 1

目前，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转办的第十七批121件群众
信访举报件已办结45件、阶段性办
结22件、未办结54件，其中，责令
整改10家。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二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安徽时间为 1
个月。进驻期间 （2024 年 10 月 20
日—11 月 20 日） 设立专门值班电
话：0551-62956707，专门邮政信
箱：安徽省合肥市 A167 号邮政信
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
天8:00—20:0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
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十七批）

本报讯（记者汪玉）近日，“山野相
逢 趣在九华”媒体达人看九华主题活
动成功举办，近30家主流媒体记者及
网络达人开启为期 2 天的九华之旅，
共同“写意”九华风情，赋能景区旅游
高质量发展。

本次活动由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
主办，九华山风景区融媒体中心、凤凰
网安徽承办。启动仪式上，主办方为新
招募“网络文旅推荐官”代表颁发聘
书，金牌导游向采风团推介了九华山。
活动中，采风团从老田村出发，依次前

往花台、天台、九华街等地，体验了九
华山美景，并重点围绕文化和旅游融
合发展议题展开探讨。

近年来，九华山风景区高度重视
山上山下联动发展，依托得天独厚的
自然景观，深挖历史文化内涵，多维度
丰富旅游业态。今年以来，风景区举办
夜游非遗展演、百场黄梅唱响百家景
区、国风集市等各类活动 20 余场，不
仅丰富了旅游业态，也为景区旅游高
质量发展增添了新动能。

“山野相逢 趣在九华”媒体达人
看九华主题活动成功举办

本报讯（通讯员周庆庆）11 月 14
日，池州学院与九江普荣高新材料有
限公司举行产学研合作签约仪式，合
作经费达 780 万元，创下池州高校单
体产学研项目合作经费历史新高。

近年来，池州学院瞄准池州市半
导体、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
业，发挥学科优势，与地方政府和企业
签订了校政校企合作框架协议，开展
政产学研用深度合作。该校通过加强
与企业在人员、资源等方面的深度合

作，在科研项目上通力协作，在培训教
学中紧密交流，与多家企业合作组建
了 14 个技术研究中心、7 个省级科研
平台。目前，该校拥有2个省级应用型
高峰培育学科，建有安徽省社会科学
普及基地 2 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1
个。2021年至今，获批国家基金项目、
省（部）级科研项目共 120 余项，实施
产学研合作项目 500 余项，完成科技
成果专利转让28项。

池州学院举行产学研合作签约仪式
合作经费达780万元

本报讯（记者张艺楠）11 月 17 日
上午，池州仲裁委员会换届大会暨四
届一次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池州仲裁委员会主任方能斌出席
并为大会新聘副主任、委员代表颁发
聘书。

会上宣读了省政府《关于同意池
州仲裁委员会换届的复函》、市政府

《关于第四届池州仲裁委员会组成人
员的通知》；听取了第三届池州仲裁委
员会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审议了第
四届池州仲裁委员会拟聘仲裁员名单

和仲裁员职业道德委员会组成人员名
单等事项。

方能斌要求，新一届仲裁委要提
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仲裁工作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把握重点关键，
坚持为企优环境、为民办实事，运用和
谐方式、采取协调和解的手段，提供优
质高效的仲裁服务。要加强党对仲裁
工作的领导，创新方法手段、突出制度
建设、加大宣传力度，切实提升池州仲
裁执行力、公信力、影响力，推动我市
仲裁事业再上新台阶。

池州仲裁委员会换届大会
暨四届一次会议召开
方能斌出席

本报讯（记者钱雪梅）近日，我市
出台《池州市城镇老旧住房旧房装修
补贴实施细则》，旨在通过提供补贴的
方式，鼓励市民对城镇老旧住房进行
装修改造，改善居住环境。

此次补贴的对象为各地主城区
内，建成于2014年12月31日前，具有
合法产权、需要装修改造的城镇住房。
建成时间界定以建设工程项目竣工验
收时间为准。补贴范围涵盖了城镇老
旧住房室外改造房屋外墙、幕墙、屋顶
翻新材料费用，室内装修改造饰面砖、
地板、门窗、集成吊顶、橱柜材料费用，
燃气自动报警和安全保护装置费用，
不含人工费用和购置电器、家具等费

用。补贴标准为补贴范围内材料购置
价的 15%且每套房补贴上限为 5 万
元。

据悉，城镇老旧住房旧房装修补
贴按照“先报、先审、先得”原则，申请
补贴资金，国家补贴资金额度用完即
停止兑付，以政府官网发布的停止兑
付公告为准。2024 年 1 月 1 日（含当
日）以来正在装修改造项目和2024年
12 月 31 日之前能实质性开工项目均
可申请补贴。补贴申请人在装修改造
所用物品和材料购置完成后，可按照
房屋属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指定地点
及规定时间申领补贴。

我市出台城镇老旧住房旧房
装修补贴实施细则
每套房补贴上限为5万元

目前，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转办的第十八批103件群众
信访举报件已办结36件、阶段性办
结25件、未办结42件，其中，责令整
改15家。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二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安徽时间为 1
个月。进驻期间（2024 年 10 月 20 日
—11 月 20 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551-62956707，专门邮政信箱：安
徽省合肥市A167号邮政信箱。督察
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
20:0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
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十八批）

朱备镇朱笔村航拍图。 记者 张延鹤 摄

10月20日起，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进驻安徽，开展为期1个月的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

截至11月17日9时，我省收到中央第
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二十八批
群众信访举报件134件，涉及环境问题134
个。其中，大气环境问题61个、水环境问题
28个、噪声问题20个、土壤问题10个、生态
问题 8 个、其他污染问题 6 个、辐射问题 1
个。第二十八批转办信访件涉及16个地市，

分别是：合肥市（37件）、宿州市（14件）、阜
阳市（12件）、亳州市（10件）、淮南市（8件）、
淮北市（7件）、六安市（6件）、宣城市（6件）、
铜陵市（6件）、蚌埠市（5件）、滁州市（5件）、
马鞍山市（5 件）、安庆市（5 件）、黄山市（4
件）、芜湖市（3件）、池州市（1件）。

上述信访件已及时交相关市办理。依
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的要求，信访
件办理情况在10天内反馈到督察组，整改
和处理情况同时向社会公开。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安徽省转办第二十八批信访件

类型

设区市

交办情况 污染类型

移交件数 水 大气 土壤 生态 噪声 辐射 其他

合肥 37 5 15 2 1 11 1 2

宿州 14 4 4 4 1 1

阜阳 12 4 5 1 1 1

亳州 10 2 6 1 1

淮南 8 3 2 2 1

淮北 7 1 5 1

六安 6 2 4

宣城 6 3 3

铜陵 6 3 1 2

蚌埠 5 1 4

滁州 5 2 1 2

马鞍山 5 1 1 1 2

安庆 5 3 1 1

黄山 4 2 1 1

芜湖 3 2 1

池州 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