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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西县加强水利监管，守好一河
碧水。一是开展“河畅水清”“河库清
洁”等活动，摸排河库管理范围内乱
占、乱采、乱堆、乱建等“四乱”突
出问题，建立问题清单20条，并全部
完成整改。二是委托第三方机构完成
119家取水户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审查，
依规对水电站延续取水予以许可。严
格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和使用，上半年
征收水资源费106万元。节水型社会达
标建设顺利通过验收，成为全省首批、
全市第一个成功创建的国家级节水型社
会达标县。三是聘请中国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完成《岳西县河道采砂规划》编
制，对相公庙水库等重点水利工程实行
质量安全监督，约谈施工企业1家，对
11名小型水利工程红色质量监督员监督
管护标兵进行表彰。 岳 办

岳西
加强水利监管

市城管局强化“两个保障”促进夜市
经济发展。强化设施保障，把夜生活集聚
区及摆卖区域周边的公共卫生间纳入延
时开放服务范围，延后道路洒水时间，加
强日常人工保洁、垃圾收运作业管理，统
筹提高人民路、经开区等重点区域亮化档
次。强化服务保障，针对每个夜生活集聚
区建立应急服务保障队伍，为夜市经济提
供市容秩序执法和服务保障，积极向群众
宣传夜市经济市容秩序和环境卫生有关
要求，为商户、市民打造“夜经济圈”“夜生
活圈”做好全方位服务保障。 城 管

市城管局
促进夜市经济发展

迎江区全方位推动项目建设。
全员招商，紧盯长三角及珠三角重点
区域，举办招商推介会21场，引进现
代服务业项目14个，新签约亿元以上
工业项目8个。上半年新签约5000万
元 以 上 项 目 16 个 ， 超 序 时 进 度
16.67%。全力推进，建立区级重点项目
库，积极争取38个项目列入省亿元以
上重点项目库。上半年市亿元以上重
点项目投资计划库项目投资完成率
63%，开工率、竣工率排名全市靠
前。全心服务，推深做实“四送一
服”，龙头企业运通达上半年营业收入
19.78亿元，实现利税约2亿元；独角
兽企业汇桔网安庆市现代企业服务中
心正式运营。 迎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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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井保护，不仅仅是维修、清淤等，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传承，在拉近古井与市民生活的距离同时，让市民们感受到浓浓的市井

文化。井，是代表宜城独特地域文化和历史的符号，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古井保护工作方面，有关部门，广大市民还有很多

工作要做。

古井保护的守与传
本报记者 江 玥

人们常说“流水不腐”，对井最好
的保护就是常用。城区现存为数不多
的古井中，位于市区孝子坊街的一口
古井至今仍在使用中。

吆喝的菜贩、早出的上班族……8
月6日早上的孝子坊街充满了市井气
息。记者从德宽路上北正街，行至中
段，朝东拐入孝子坊街，步行过岔口的
花圃，一眼看见了墙边的孝子坊井。
如今的孝子坊井四周围起钢筋护栏，
上方留有可掀开的井盖。旁边的墙上
悬挂着警示标语：“水深4米；切勿在
水井玩耍；此水不可饮用；取水后及时
盖好井盖。”

井边，一位妇人将系着绳子的水
桶，沉到井里，晃荡几下，桶里蓄满水
后，再鼓足气拉上来。妇人告诉记者，

这口井一直在使用，居民常常打水回
去洗衣服、浇花。

孝子坊街，因乾隆年间为表彰孝子
濮闳中，曾在此立有孝子牌坊得名。如
今，孝子牌坊已经不复存在，只有这口
古井还在提醒着人们那段历史。

时代变迁，井的功能也在推陈出
新。从健康路进入铁佛庵巷，“双莲寺
文化街区”的指示牌引导着记者，不远
处便是铁佛庵古井。枇杷树、石榴树、
香樟树，树荫环绕下的百年古井静默
不语。唯有青石井圈上20余道深浅
不一的绳痕，在记录着过去周边人们
的井边生活。

现在的铁佛庵古井人称铁佛庵大
井，是一口公用井。相传，铁佛庵大井
和铁佛庵一样为明末状元刘若宰所

建。八十年代，铁佛庵大井旁曾创办
过石粉厂，如今古井井台四周散落的
石磨就是彼时留下来的。

如今的铁佛庵古井四周建起了石
柱护栏，散落周边的6只大小不一的
石磨整理归一，环绕在古井四周。古
井东面竖立着历史故事宣传栏，扫一
扫上面的二维码还能聆听语音介绍。

“以前的古井是开放性的，常有居民
在井边浆洗衣物，但是出于安全和环
境保护的考虑，借去年老旧小区改造
之机，社区请施工方重新整治了井边
环境。”迎江区孝肃路街道双莲寺社
区主任江莉萍说，为了维持古井的生
态环境，社区还发动了周边4栋居民
楼的楼栋长担任起古井环境巡查员，
防止有人朝井内倒垃圾、污水。

6日上午10点，社区工作人员程
大姐循例带着卷尺、温度计，一手拎着
水桶，一手拎着梯子来到铁佛庵水井
边，她的任务是通过监测井水进行地
震宏观观测，“井水离井口约1米，井水
温度29摄氏度，井水无异常。”

当天，室外温度达到36摄氏度，
记者伸手摸了下程大姐从井下打上来
的井水，触感微凉，肉眼看到的井水如
自来水并无二致。程大姐负责观测工
作已有四年多时间，据她观察，常年
来，铁佛庵古井井水一直清冽澄澈。

据江莉萍介绍，2014年，在有关部
门的指导下，社区在铁佛庵古井建立
了地震异常宏观观测点，安排专人日
日监测。百年古井在新时代扮演起了
新角色，也重新定义了它的功能效应。

井的功能推陈出新

如今的双井街车水马龙，商铺
林立，年轻人只知这是安庆城区的
一条繁华街道，却难寻“双井”何
在。据了解，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双
井街改造时，街上的双井因道路拓
宽成了路面。从表面上看，双井的
井圈井台已经不复存在。其实在当
时的改造中，井被巧妙地隐藏在地
下，盖以窨井盖，上面刻有“古
井”字样。

6日上午，记者来到双井街汪家
塘路口，辨认良久，却未发现“古井”
踪迹。记者随后来到双井社区，在
工作人员留存的照片上，才一窥当
时的“古井”字样。据工作人员介
绍，窨井盖是在 2018 年双井街道路
黑化改造中换掉的，目前的井盖为
普通样式。

在城西 308 路口，有一口历经
波折的老井，因其距离以前的地藏

庵不远，人们习惯称之为地藏庵
井。据悉，地藏庵井在上个世纪八
十年代受到严重污染，2011 年被彻
底填平，2012 年在社会人士的呼吁
下原址重建。

6 日下午，记者来到德宽路和
热电路交叉口西南角，看到了地
藏庵井。两层圆形井台周围镶嵌
着鹅卵石，一座青石仿古井圈上
绳痕可见，两位在附近工地干活
的工人正坐在井台边休息。记者
朝井口望下去，距离井口约 30 公
分处，却满是香烟盒、塑料袋、
废纸屑等垃圾。

同样，今年7月初，在安庆城西的
四眼井文物保护行动中，从井底清理
出的建筑垃圾足有10吨之多，令人心
惊之余，不免引发人们对老城古井保
护工作的思考。

安 庆 临 水 ，浩 荡 长 江 擦 城 而

过，在自来水普及之前，城区水井
林立。记者从安庆市地方志办公
室资料管理科了解到，据不完全统
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记录的
水井数量为 280 余口；到了九十年
代，剩有 30 余口；目前，能看到的
井不过 10 来口。

城 市 进 入 大 建 设 时 期 ，加 上
井水功能淡化，井渐渐退出人们
的视野。老六中大门前的明代福
泉古井、后围墙的双井、锡麟街天
主堂对面居民楼墙角里的老井、
赵朴初故居前的状元井等，虽得
以保存下来，但井口却掩上厚重
的砖石，难掩寂寥；更有板井、深
井、杨家塘井、县下坡一高一低两
口 井 、大 观 亭 井 等 ，已 经 消 失 不
见，只能从史料中寻其踪迹。

古井保护，不仅仅是维修、清
淤 等 ，更 多 的 是 一 种 文 化 传 承 。

“可以在古井附近或者原址处设置
宣传栏，介绍古井情况，这样一来
能让安庆的年轻人知晓过去，二来
能 突 出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的 景 点 效
应。”市地方志办公室资料管理科
工作人员建议道。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其他城
市保护古井的做法中或许可以学
习一二。

如，苏州市钮家巷社区成立一
支清涟古井志愿服务队，对古井进
行换水、清淤、修复，并逐个建立
古井老井档案，为今后古井日常维
护和文化传承提供参考和依据；

长沙针对东沙古井启动“古
井新韵”工程，前往古井的坑洼
道路变成水泥小径，破败的井台
修缮平整，更有一座古色古香的
飞檐彩亭为古井挡雨遮阳，成为
一处旅游景点……

井的保护任重道远

小额信贷扶贫、光伏扶贫、资
产收益扶贫、帮扶带动扶贫……
在望江县赛口镇享堂农业养殖基
地里，一项项扶贫政策精准落
地。近年来，赛口镇因地制宜，通
过整合资源，实现“一个基地，三
重扶贫”的叠加效果。

“感谢享堂农业给我的技术
指导和帮助，我现在养殖泥鳅 6
亩，每年增加收入15000元。”望江
县赛口镇万全村贫困户檀水生笑
着说。在赛口镇，像檀水生一样，
在享堂农业的帮助下脱贫致富的
群众还有很多。

望江县享堂农业有限公司是
农业部第七批水产健康养殖示范
基地，拥有水产养殖水面 500 亩，
年利润 330 万元，更拥有多项专
利技术。为了发挥享堂农业的技

术和管理优势，赛口镇探索泥鳅
集体寄养模式，采取合作社+贫困
户的泥鳅寄养，通过扶贫小额信
贷“一自三合”模式，吸纳扶贫小
额信贷资金，由村合作社统一购
买泥鳅种苗，统一寄养，销售后按
照比例分成利润。

“这样的寄养方式，养殖户的
风险小，避免了技术不足带来的
养殖损失。通过这种模式每年能
为贫困村和贫困户增收 20 万元，
带动 40 户贫困户脱贫致富。”赛

口镇扶贫办曹震介绍。
“一自三合”模式只是享堂农

业带动扶贫的一个方面。
走在享堂农业养殖基地里，500

亩泥鳅池塘一字排开，在阳光下波
光粼粼。在田埂上方，架起了一座
1600kw 的光伏电站，一眼望不到
头。走在田埂上，脚下一片阴凉。

赛口镇党委副书记方世珍介
绍，为了充分利用空间，赛口镇将
四个贫困村1600kw的光伏电站架
在了基地田埂上，这样既解决了光

伏电站的用地问题，又节省了工程
费用，还提高了单位土地的使用效
益，光伏电站每年能为各贫困村集
体经济增收 40 万元，共计 160 万
元，同时带动300户贫困户受益。

不止这些，享堂农业养殖基
地里还有扶贫“玄机”。“这里之前
是一个养殖泥鳅的池墉，现在正
在进行改造，将要建设一个 4000
平方米的孵化、育苗恒温大棚。”
基地负责人汪文华介绍。

从原先普通的池塘到恒温大

棚，变化的不止是名称，更是其扶
贫内涵。

据了解，赛口镇通过整合四个
村扶贫产业发展资金270万元，同
享堂农业合作建设水产养殖恒温
大棚，享堂农业作为日常经营管理
方，以该公司泥鳅孵化专利技术入
股，建设4000平方米的孵化、育苗
恒温大棚。该项目建成之后，能为
四个村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16
万元，带动100户贫困户增收。

赛口镇在开展产业扶贫工作
时，通过对现有资源的全面整合，
围绕享堂农业养殖基地，开展小额
信贷扶贫、建设光伏电站和水产恒
温大棚，将原先单一的养殖基地升
级为农业产业综合体，达到“一个
基地，三重扶贫”的效果，切实带动
贫困户脱贫增收。

养殖基地里的扶贫“三重奏”
本报记者 常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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