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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美乐

近日，记者在位于徽县银杏树镇马庄
村的甘肃智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生猪规模
化养殖基地看到，生猪饲喂实行全自动作
业，猪场内全程视频监控，场内环境实行智
能化控制……“大数据”智能化管理让自动
化绿色生态智能养猪新模式成为现实。

近年来，徽县立足“农业优先型”县
域发展定位，瞄定全省畜牧养殖强县建设
目标，多措并举，大力推进畜牧养殖
“11421”增量行动，以科技创新为引
领，以助农增收为核心，做大做强现代畜
牧业，走出了一条数字化、产业化、生
态化的富民产业发展之路，推动了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高质
量发展。

政策奖补激发活力。出台了产业发展
规划和奖补办法，全面落实以奖代补、先

建后补、生猪良种补贴、保供奖补、万头
以上生猪养殖场建设奖补等优惠政策，累
计投入奖补资金1.1亿元，促进养殖规模扩
面增量。

科技赋能培优提质。积极应用人工智
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科技、新技术，
全县4个万头以上养殖场全部实现自动投
喂、降温采暖、消毒防疫、储存转运和粪污
资源化利用自动化绿色生态智能养殖。兴
疆牧歌10万头生猪养殖场采取楼房猪舍，
单位土地面积承载生猪养殖量增长7倍以
上，成为全省第二大立体式养殖基地。

壮大规模集群发展。全县畜禽规模养
殖场户3500个，农民合作社514家，万头
(只)以上标准化养殖场28个，产值亿元以
上企业2家，建成示范养殖基地13个。全
县畜禽饲养量203.67万头（只），中蜂饲
养量6.7万群，畜牧业总产值8.6亿元。有
效带动当地土地流转2万余亩，饲草种植3

万余亩，吸纳农户务工3.8万人次，其中
脱贫户务工0.52万人次；成立畜牧产业联
盟，促进产业集群发展，辐射带动3500余
户脱贫户发展畜牧养殖，将脱贫群众紧紧
嵌入畜牧养殖产业中，实现人均增收1500
余元。

延链补链联农带农。紧盯畜牧业全产
业链条发展，升级改造生猪良种繁育场，
支持中康利饲料厂、金牛公司有机肥加工
厂发展壮大，推进50万头生猪屠宰场项
目、5万吨生猪肉品加工冷链物流等拉长
产业链项目建设，鼓励生猪养殖企业建设
标准化预冷集配中心、低温分割加工车间
等配套设施，不断提高生猪产品加工储藏
能力，累计实现新增就业1.4万人，畜牧养
殖农户实现增收1500万。

龙头示范两翼齐飞。撬动民间资本2
亿多元，相继建成兴疆牧歌一期10万头生
猪、智源金牧9万头生猪产业园、双兴农
牧2万头仔猪繁育基地。兴疆牧歌二期20
万头生猪、金徽农业10万只生态散养鸡等
养殖项目加速推进。兴疆牧歌、智源农
业、金牧牧业三家养殖企业被评为国家级
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双兴农牧被评为省级
生猪产能调控基地。

如今，徽县已发展成为全省生猪养
殖大县和全省生猪抓点示范县。2023
年，新建千头牛场4个，瑞丰千头肉牛、
富发千头良种肉牛陆续投产，西安德
邻、永弘嘉元两个千头牛场即将投产，
金徽农业万头牛场等项目进展顺利，全
县畜牧养殖产业焕发出勃勃生机，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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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树乡苟店村“90”后新农人王源博正在放养小黄鹅。 李旭春 摄

图①：群众通过网络推销土
蜜蜂。

图②：致富带头人李永刚放养
黄牛。

图③：榆榆树树乡乡火火站站村村第第一一书书记记王王
文文华华与农户一一起起打包丰收的羊肚菌。

李旭春 摄

坚持政治引领。全面建设“四强
四好”基层党组织，通过“挂门牌·
亮身份”“设岗定责”“承诺践诺”
等做法，让4200多名村（社区）党员
在宣传政策、化解纠纷、帮办代办过
程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强化法治保障。全覆盖配备乡村
法律顾问21人，开展“法律进乡村”
活动277场次，结合村级固定说事日
开展“警民说事”“法官说法”“检
察官说案”活动46场次，乡村两级化
解矛盾纠纷740件，成功率达98%。

注重德治教化。推行“积分制”
管理、红黑榜公示，依托红白理事
会、道德评议会定期说事议事，让群
众自己评选心中认可的“好婆婆”
“好媳妇”“最美家庭”“最美庭
院”等各类典型2900余户。

激发自治活力。制定了通俗易
懂、共同遵守的村规民约，建立各级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下沉服务机制，
开展不同形式的微协商30余场次，让
大家的事情大家议、大家管、大
家办。

探索智治支撑。依托陇南乡村大
数据平台，推进村级事务及时公开、
村民在线监督。发挥“民情民事码上
说”小程序作用，推动实现码上诉
求、码上智办、码上反馈、码上知
晓，打通乡村治理和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

“邻居装修噪音太大”“村里的产业路应该翻修”……走进徽县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定会看到一本民事直说“1234”工作

法台账，上面详细记录着群众的各项诉求。谁是经办人、问题是否解决、何时解决、怎样解决都记录得一清二楚。

近年来，徽县把全面推行陇南民事直说“1234”工作法作为全方位化解群众诉求、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扎实开展“整乡

推进、整县提升、创树品牌”行动，推动民事直说进村组、进楼院、进小区，通过搭平台、建机制、促融合，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

的“陇南样本”提供徽县方案。

目前，全县累计开展固定说事日活动2453场次，线上线下说事7328件，已办理6987件，办结率95.3%；县乡村联办村里事4900余件，

解决家里事、邻里事2000余件，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共建共治共享的“徽美善治”新格局加快形成。

徽徽县县：：民民事事直直说说打打通通基基层层治治理理““最最后后一一公公里里””

上下联动抓推进。县委常委会会议专题
研究部署，组织部门牵头抓总，在推动部门
单位下沉参与说事、县乡联办解决难题等方
面狠下功夫，建立并落实“四个一”推进机
制，18个部门单位立足职能合力推进，努力
让民事直说在更大范围发挥更大作用。

专题培训抓规范。将民事直说“1234”工
作法纳入县乡党校培训计划，开展辅导讲
座、观摩交流260余场次。全县223个村（社

区）全部成立“民事直说委员会”，打造村、社
组、庭院说事阵地427个，全覆盖建立民事直
说微信群。此外，设置全科网格998个，划分党
员“1+N”联户微单元4253个，逐户制发民事
直说连心卡，把治理触角延伸到每个家庭。

示范带动抓典型。培育打造工作法推行
示范村50个，摄制《把老百姓的事办在心坎
上》等专题片13部，开设“徽美善治”专栏
推广典型案例80篇。

有事敞开说。紧盯乡村建设、“三留一困”
关爱等涉及发展的“村里事”，聚焦琐事争执、
土地争端等关乎团结的“邻里事”，关注父母赡
养、情感纠纷等牵肠挂肚的“家里事”，采取“码”
上说、群里说、现场说、集中说、上门说等多种方
式，引导群众充分表达心声意愿。如，针对“三
留守”人员普遍反映的生活不便问题，在虞关乡
许坝村、榆树乡剡坝村率先建成“幸福家园”。

党群一起议。以“村内事务大家议”为
载体，明确收集议题、确定议题、拟定方
案、开展商议、结果公开五步议事流程，组
织村民对“村内事”发表意见。如，大河店
镇文池村按照群众意见，变临时疏通为彻底

整治，让修好的水渠通到群众心坎里。
诉求马上办。对受理事项分类处理，相

对简单的“现场直办”，较为复杂、涉及面广
的由“干部领办”或“村镇联办”，同时对办理进
度、办结成效、办事作风“跟踪督办”，确保事事
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如，伏家镇伏镇村、城
关镇石佛村破解了集体晾晒场私占乱建问
题，建成文化广场，村容村貌大为改观。

好坏大家评。建立以村民满意为标准的
民主评议制度，对办结事项线上“一事一评”，
线下每月在固定说事日通报办理结果、开展民
主测评，对重大事项进行专项评价，通过“一
事一评”“多事一评”，着力提升群众满意度。

深化五治融合，

增强民事直说整体效能

聚焦三点发力，推动民事直说扎根基层

抓好四个关键，构建民事直说治理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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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美乐

美美丽丽的的田田园园风风光光 高高 琼琼 摄摄

虞关乡芋滩村民事直说议事现场。 高 琼 摄

随处可见民事直说“1234”工作法宣传栏。 高 琼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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