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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潜山市区北郊的梅城镇潘铺村，有一

片80余亩的果园。置身满目生机、丰收在望

的桃林，你不会想到，它的经营者竟然是一

个依靠拐杖行走的肢体残疾人。他叫马国

强，乡亲们钦佩他的自立自强精神，送他个

外号——马自强。

今年47岁的马国强，在一岁半的时候，不幸感
染上了小儿麻痹症。当时农村医疗条件差，家里
穷，他未能得到有效医治，以致双腿肌肉萎缩，
落下了终身残疾。“小时候，开始靠双手爬行，
后来父亲为了磨炼我，专门请篾匠师傅做了两个
鸡罩，让我抓着鸡罩蹒跚学步。父亲经常告诉
我，要靠双手养活自己，做到残而不废。”回忆
起幼时的磨难，他的脸上并未表现出丝毫的痛
楚。“我要活出精彩！”素来阳光的他，在自己的
日记本上写下这句箴言。

初中毕业后，马国强在亲戚帮助下，在离家十
多里的潘铺街开起了一爿百货小店。自己行动不
便，上下货得左邻右舍帮忙。但马国强不气馁，凭
着韧劲和热情，赢得周边群众的信赖和照顾。成家
建房后，孩子要读书，妻子又体弱多病，小店的收
入难以维持家用，日子较为艰难。

这时候，正赶上扶贫好政策。被列为贫困户的
马国强，并没有产生半点依赖。“惟有靠自己打拼，
才能赢得富裕的生活！”马国强这么想的，也是这
么做的。2015年底，坐落在潘铺村的县园艺场准备
将果园发包，从小对种花种草有兴趣的马国强得
知信息后，便找来在园艺场上班的一位朋友商量，
两人一合计，在合同上签字画押，取得了8年的桃
园承包权，创办起自强家庭农场。接手时的桃园，
品种老化，树草混杂。马国强毫不畏难，他购来一

辆适合残疾人驾驶的三轮车，每天起早歇晚在园
子里转悠，组织工人剪枝、除草、施肥。晚上，
便挑灯查阅资料，学习园林管理技术。周边群众
都知晓，马国强虽然腿有残疾，但脑筋很活。为
了增加果园综合效益，当年，他还从市场上购进
数千只鸭苗、鸡苗，搞起了林下养殖。他说：“城里
人喜欢吃土菜，在果园里养鸡鸭，鸡鸭在园里放
养，纯天然，粪便又是果木的好肥料。”马国强谈起
生态种养经来，满面红光。

可天有不测风云。2017 年一场大雪突如其
来，桃枝压断不少，更可恨的是养殖大棚塌了，
鸡苗鸭苗冻死一半。准备当年打个翻身仗的憧
憬，这下化做了满园雪水。“棚子垮了，信心不
能垮。”面对挫折，天生倔强的马国强，擦干眼
泪，继续奋斗。根据成熟期的差异，他从外地引
进夏之梦、南国红、水蜜桃等新品桃树苗进行嫁
接，还将部分老桃树林改栽了黄花梨。苍天不负
有心人，2018年，果园有了好收成，毛收入3万
元。如今，摘去了贫困帽的马国强干劲更足了。他
与合伙人合股，又在果园里建了个小餐馆，办起了

“农家乐”。“经常有城里人来，赏花、采摘，尝土菜，
生意还不错。”马国强满脸堆笑。

采访当日，正赶上潘铺村贫困残疾人胡年生
在桃园忙着除草活儿，胡平生告诉记者：每年5、6、
7月，是果园忙场，来这里打工的有20多个是残
疾人。“每月工资2000元左右，还为我们购买了
意外伤害保险。”胡平生感激地说。“自己是残疾
人，深知残疾人的不易，尽量为他们做点什
么。”马国强这样说。据了解，马国强的果园，
已成为安庆市助残创业基地。

“我未曾放弃追逐梦想，哪怕沿途疗伤。因
为活着，唯有自强，才有诗和远方……”采访结
束后，乐观阳光的马国强还在微信里发来他自
己创作的诗和画。

自强浇灌花开
本报通讯员 王 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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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多措并举推动物流行业高质
量发展。完善农村物流体系，坚持城乡
一体化发展，印发《安庆市2019年农村
运输通达工程实施办法》，整合邮政、
供销、“四通一达”快递公司等物流业
资源，打造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
系，建成县级物流配送中心8个，农村
物流配送效率提升2倍，实现货物当天
到村级服务站点。上半年，全市农村产
品网络销售额 22.34 亿元，同比增长
37.13%。加快跨省物流发展。以港口平
台建设为重点，加快融入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国家战略，打破跨省物流行政
区域壁垒。加快推进安庆港长风港区、
皖河港区口岸扩大开放基础设施建
设，编制完成口岸扩大开放三年建设
方案。上半年，安庆港完成集装箱7.6万
标箱，同比增长 25.5%。开启多式联运
新模式，编制《安庆港皖河多式联运物
流基地项目建议书》，安庆港有限公司
与合安九高铁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关
系，开通皖江小支线“港航巴士”，顺
利对接芜湖-上海直达联盟航线，港
口集装箱运输效率提升 1倍。上半年，
安庆公路货运量6871万吨，同比增长
5.3%；港口货物吞吐量 1263.33 万吨，
同比增长 9%；集装箱吞吐量 7.57 万
标准箱，同比增长 32%。降低物流成
本，全面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措施，交
通运输行业税率由 10%下降到 9%。
口岸提效降费稳步推进，安庆口岸
进口整体通关时间 113.94 小时，累计
压缩比 45.39%；出口整体通关时间
0.45 小时，累计压缩比95.43%。上半年
累计免除外贸企业吊装移位仓储费用
7.47万元。 商 务

我市
推动物流行业高质量发展

我市多措并举持续改善小微企业
融资环境。加大小微企业贷款投放力
度，截至6月末，全市普惠口径小微
企业贷款 309.5 亿元，新增 7.7 亿元。
普惠口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各项贷
款 的 14.3% ， 约 为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2
倍。降低综合融资成本，今年5月，
全 市 小 型 企 业 贷 款 加 权 平 均 利 率
5.78%，同比下降 22.51 个基点；微型
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5.53%，同比
下降 59.89 个基点。减轻附加费用负
担，组织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融资
评级、公证、资产评估、资产登记
等费用给予优惠或减免，评估登记
费由银行承担。小微企业信贷满意指
数达89.13%。 人 行

我市多措并举持续改善
小微企业融资环境

市应急局“四个明确”规范应急
信息报送。明确报送范围，包括一般
以上安全生产事故、自然灾害类、交
通类、火灾类事故，特别强调较为敏
感、已经或可能在社会上形成舆论热
点的突发事故灾害事件需及时上报。
明确报送时限，事故信息在事发 1 个
小时内电话报告初步情况，事发2小
时内书面报送详尽情况，及时报送后
续情况。明确报送流程，针对事故
进行分类处置，需协调相关单位处
置的须向市局值班领导报告，情况
严 重 的 应 及 时 报 告 市 局 主 要 负 责
人，并抄报市委市政府总值班室。
明确报送责任，明确应急信息报告

“一把手”负总责，各县 （市、区）
及相关单位均确定应急信息报告工
作分管领导和具体责任人，并将应
急信息报送情况纳入本年度安全生
产目标管理核。 应 急

市应急局
规范应急信息报送

专 题 副 刊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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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大米被奉为“五谷之长”，作为国人最重要的主食已走过7000年的历史。如今，人们对米饭的要求已经从“香甜

可口”上升为“绿色安全”。一碗品质过关的米饭，除了要有好产地、专业种植、适度加工、精巧烹饪，还凝结着质量检

测员、仓储管理员等粮食储备部门工作人员的心血。近日，记者相继前往安庆粮油质量监测站和安庆国家粮食储备

库、安庆现代粮食物流园探访一线粮食人的日常工作。

粮工巧匠 守护粮安
本报记者 江 玥

8月 13日，市粮油质量监测
站的实验室里，一台微型砻谷机
轰在“隆隆”地运作着，“脱了
衣”的稻谷变身糙米从出口流
出。接着，质检员将糙米磨成粉
质，去掉有机质，消解成液体，
然后用针管提取浓缩液注射到一
种名为“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的仪器里。

“大米中是否含有重金属
镉，靠的就是这种检验方法。这
个过程通常需要一至两天。”安
庆市粮油质量监测站姚六生介绍
说，按照国家安全标准，谷物的
镉残留应小于 0.2 毫克每公斤，
超过这个标准就是不合格，将会
危害人类身体健康。

接着，记者走进一间实验

室，一排光亮的案板上摆放着蒸
笼、擀面杖等工具。乍一看，倒
像是间厨房，其实这是粮油质检
站的感官品评室，质检员在这里
要亲自“下厨”蒸馒头。“按照
国家标准，质检员要把这些小麦
磨成面粉，然后做成馒头，组成
5至9人的品鉴团来品尝。”姚六
生说，大家要一边吃，一边要对
馒头的表面色泽、弹性、气味、
韧性、食味等方面来打分，最终
结果为粮食仓储提供依据。

天平室是精确称量工作的房
间，里面摆放着不同精确程度的
天平。一台十万分之一天平吸引
了记者的注意。“为什么称量要精
确到十万分之一呢？”面对记者的
疑问，姚六生解释道，在粮油检测

中，样品精准与否，直接影响着下
一步粮油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而“试样称量”作为每位粮
食质检员的必备基本功，也是安
徽省粮食行业技能大赛的必考项
目。这个环节的规则要求选手称
量大米、小麦粉、植物油3种样
品，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比试称量
样品的数量。“这是一项熟能生
巧的技能，质检员每一次取样对
质量几乎都能做到心中有数。”
姚六生说。

粮油质监站内细分着物理实
验室、化学实验室、光谱室、色
谱室、气体室等，在姚六生的介
绍下，记者目睹了各式各样的检
测“神器”。“这个是气相色谱
仪，能检测出有机氯；这个是液

相质谱仪，能检测出黄曲霉毒素
B1；原子荧光加形态分析仪能检
测有机砷；面粉粉质仪能分辨哪
种面粉做面条，哪种面粉能做面
包……”

从粮食的质量指标、储存品
质指标到营养成分指标、安全指
标，粮食质检工作事无巨细。

“质监站为粮食质量监管提供技
术支撑，维护交易的公平公正；
鉴别安全指标超标粮食，维护人
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质检
员必须要有很强的责任心，一方
面他们的工作给粮食验质定等，
决定了农民送来的粮食该按照什
么价格收购，另一方面，粮库按照
什么方案存储粮食也要参考质检
员给出的等级判定。”姚六生说。

质量检测员：
精心每一场粮食体检

锐新闻锐新闻

8月16日，岳西县文化旅游体育局主办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舞动
美丽岳西”广场舞展演暨广场舞业余联赛，来自全县各乡镇13支广场舞表
演队180名广场舞爱好者参与了展演和比赛。该县举办此次广场舞展演和
比赛目的是促进城市与乡村开展有影响、有规模健康丰富多彩的文体活
动，促进全县体育、文化、旅游事业融合发展。 通讯员 王先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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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稻谷，从成熟到进入米
厂加工，这中间会在粮库里保存
一段时间，短则几个月，长则两三
年。因而，每座粮仓温度和水分的
调控、虫患的预防等都关系着市
民能否吃上美味营养的米饭。

8月19日下午，记者来到安
庆现代粮食物流园，沿着外部扶
梯爬上约 4 层楼高的 6 号平凡
仓，从顶上的门进入仓内，一种
稻谷特有的香气扑面而来。踩在
仓内的人行条板上，记者放眼望
去，眼前是一大片“金黄色的地
毯”。“我们脚下踩的可是2700
吨的原粮。”安庆国家粮食储备
库仓储科科长毕胜荣笑着说。

记者蹲下身去，捧起一把稻
谷，却只见碾开的稻壳。看出记者
的疑虑，毕胜荣一边拨开稻壳，一
边解释道：“原粮入仓后，仓储保
管员要对原粮进行平整、密实压
盖，用的就是这种新鲜的、无尘、

无大杂、无虫的稻壳，约有30公
分厚以求达到保温效果，跟以前
推车卖冰棒保温是一个道理。”

根据规定，从农民手上收购
来的原粮，首先要经过除杂和烘
干，确认水分为13.5%以内，杂质
为 1.0%以内。抽样检验后，确认
品质达到三等以上的粮食，才有
资格进入粮库。毕胜荣说，到了
这一步，粮食的仓储保管工作正
式开始。

记者在园区内逛了一圈，处
处可见浓浓的“科技范儿”。在浅
园仓外，停放着一台刚购进的高
科技仪器——谷物冷却机，它能
利用氮气冷却原理为粮仓的粮食
迅速降温，助力保障夏季粮食仓
储安全。同时，各座粮仓外侧都安
装了环流熏蒸施药箱，通过熏蒸
药物，将药气传送到仓内，不直接
接触粮食达到杀虫的作用。

此外，每座粮仓内部都安装

着360度球形视频监控，实时监
测粮仓里的环境。四周的墙壁上
悬挂着空调和换气扇，而在看不
见的粮堆内部埋藏着测温感应
线。像这样的测温感应线从上至
下一共铺设了5层，每层有二三
十个测温点，温度数据传到电脑
终端后，“智慧皖粮”系统会形
成一张粮温分布图。

仓储保管员每天上班第一件
事便是打开电脑查看各个粮仓的
粮温分布表。“读图能力”是仓
储保管员的看家本领之一，对比
连续多天的曲线图，他们要判断
出粮仓的基本情况和异常升温
点，并给出应对策略。

毕胜荣说，一般来讲，夏季
仓库温度基本保持在 30 度以
下，粮温保持在20度左右，温
度越低粮食越安全。发现温度异
常后，就要找原因找对策。如果
是虫害造成温度过高，就要除

虫；如果是水分过高，就要开窗
通风，加速空气流通。

防止虫害也是春夏季节粮食
保管工作的重点之一。仓储保管
员定期从仓内取一公斤的原粮，
用筛子筛下杂质和米虫，徒手或
用工具把一只只小虫子挑出来，
虫子的个数将用以判断虫粮标
准。每公斤原粮内主要害虫2头
以下，基本害虫5头以下属于基
本无虫；主要害虫2至10头，基
本害虫 5 至 30 头则属于一般虫
粮，这种情况就需要熏蒸了。

目前，我市区域原粮易生出
的米虫主要有玉米象和谷蠹两
种。安庆国家粮食储备库副主任
李平告诉记者，米虫虽小，但危
害不容小觑，它则会吃空粮食，
造成粮食升温、霉变。识虫是一
项细致入微的工作，考验的不仅
是仓储保管员的眼力，还有粮食
人守护一方粮食安全的责任心。

仓储保管员：
通风灭虫是看家本领

近日，宿松县司法局九姑司法所组织工作人员、新时代文明志
愿实践队志愿者前往街头、学校等地开展法律援助与禁毒知识等普
法宣传。此次活动工作人员与志愿者设立宣传展台接受群众咨询，
就人民群众提出的关于农村土地流转、婚姻家庭纠纷、务工权益保
障、民间借贷纠纷、债权债务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解答，活动取
得了实效。 通讯员 柳林 朱梦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