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8月6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徐勇进 电话:5325915

社 会

社会新闻部
电话：5325915

E-mail：dbrx5325915@163.com

新闻传真新闻传真

近年来，怀宁县着力实施“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大力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着力改善
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为加快农业强县步伐、助力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夯实了基础。

建好良田保丰收

8月3日上午，在怀宁县平山镇胜
天圩的田间地头里，不少农民正抢抓
汛期过后的晴好天气抓紧落实施肥、
管水、除草、病虫防治等水稻田间管
理措施。种粮大户李贞发也带着十几
名合作社的工人在他承包的稻田里忙
着拔草。

李贞发是平山镇范祠村人，今年
承包了胜天圩范祠片的 1500 亩农田。
2012年，他和妻子看中了胜天圩内优
越的农业生产条件，回乡做起了农场
主、办起了合作社，日子过得忙碌又
红火。“我们当时没想到家门口的田地
被改造得这么好，原来连条雨天能走
的好路都没有，现在不仅把高低不平
的田块全整成了一码平，水泥路也修
得四通八达，什么机子都能开下田，
条件比原先好太多了。”有了便利的农
田水利基础设施打底，李贞发对农业
发展前景信心十足，这几年，除了基

本的水稻种植外，他还发展了几百亩
稻虾共生和果蔬种植等，年收入近150
万元。同在胜天圩的另一边，大洼社
区的大户程国才也是喜笑颜开，他一
直压在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前
段时间雨水太多了，我这田里还有不
少小龙虾，稻秧也是刚栽下去，水一
冲就什么都没了。多亏了排涝及时，
帮我们保住了水稻和虾子！”跟往年一
样，程国才今年承包了近2000亩高标
准农田发展稻虾共生，去年的罕见大
旱他靠着圩内发达的沟渠水系保住了
稻田，今年又碰上了几十年一遇的洪
涝灾害，所幸没有造成损失。

据悉，胜天圩位于平山镇老大洼
片，总面积1.25万亩，涉及该镇高泽、平
山、大洼、鸣凤、范祠、大段等6个村（社
区）。自2006年开始，通过实施连续多
年的农发土地综合治理项目、农资综合
补贴粮食基础能力提升工程等项目，陆
续投入资金近3.2亿元，建成高标准农
田1万余亩，基本形成“田成方、树成行、
渠相通、路相连、旱能灌、涝能排”，极大
地改善了圩内的农业生产条件。

治理水利保民生

在三桥镇白洋湖一望无际的稻田
里，处处可见弯腰补插秧苗的农民，三

十多度的高温也晒不灭农户们生产自
救的热情。“今年总体的汛情按理说比
往年要厉害，按照三桥以往的经验，内
涝会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出
乎我意料的是，今年的内涝时间大大缩
短，被淹的稻苗很快就出水了，受灾情
况也好得多。”种粮大户丁邦位早已对
每年的汛情有了心理准备。

三桥镇白洋湖俗称“九河十三沟”，
上游所有水系都经过白洋湖流入长江，
而白洋湖的地理位置是四周高、中间
低，形成洼地，常发生不同程度的内
涝。新建的解放闸排涝站在今年的汛
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排涝泵站及时
开启两台机组进行排水，排涝速度可
达到20立方米每秒，极快地降低了圩
内水位，减少农田的淹没时间，最大程
度减小圩内涝灾损失，使得白洋湖圩内
绝收农田面积从往年的上万亩降低到
2000多亩，这才有了丁邦位所说的“出
乎意料”，他今年承包的450亩农田，有
100亩左右没有受灾，绝收的300多亩也
抢抓时机完成了补栽补种和早翻晚直
播。“要不是这几年的水利兴修项目，
内涝也不会这么快就退去。田里的水
退的快，我生产自救的时间就提前
了，水稻产量相对来说也会多些，确
实挽回了我不少损失啊。”

三桥镇近几年启动了多项水利重

点工程，争取项目资金4亿余元，先后
实施珠流河左岸整治、白洋湖综合治
理、珠流河支流三桥河治理等水利工
程建设。其中白洋湖综合治理开发项
目，对万亩大圩白洋湖圩内的河流、
堰、闸、桥、防汛堤坝等全部改造或
修建。新建了装机容量为1420千瓦的
排涝泵站一座，拆除了老旧及阻水桥
梁，修复2座拦水堰坝，整治四条河道
共 13.5公里。同时还修建堤顶水泥路
7.3km，新建桥梁八座，配套涵闸 50
处。通过拓浚清障、护岸防冲将河道
进行清淤整治后，使得白洋湖多条河
流排水泄水通畅，可减少洪峰灾害，
更有利排涝泵站运行。

民生为上，治水为要。针对水利
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短板和薄弱环
节，近年来，怀宁县积极与省、市对
接，将2条支流和6条中小河流治理、
1座中型泵站更新改造、31座小水库除
险加固项目列入了《安徽省灾后水利
薄弱环节建设性治理实施方案项目清
单》；除此之外，该县还根据实际情
况，新增了自选内容：即中小河流治
理5个项目、泵站新建或更新改造6个
项目、中型水闸除险加固4个项目。项
目总投资13.42亿元，其中：中央资金
2.62亿元、省级投资2.31亿元、县级自
筹8.49亿元。 通讯员 檀志扬

旱能浇、涝能排，种田底气十足

治田治水 稳粮增收

一边是开展打击整治非法捕捞专
项行动，一边是组织人员防汛救灾。在
面临考验和挑战的关键时刻，宿松县公
安局确立“一手抓防汛救灾、一手抓禁
捕退捕”的工作思路，扛起“双责”，让党
旗在两条战线上高高飘扬。

7月 11日，长江同马大堤外圩永天
圩发生水灾后，正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
开展打击整治非法捕捞专项行动的宿
松县公安局水上派出所副教导员薄华
营、副所长吴大华，被紧急抽调到同马
大堤防汛一线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7月 14日下午 16时许，吴大华带

领特警队员乘坐巡逻艇沿长江永天圩
泗洲村段被淹水域开展巡逻时，漂浮
在水面上的丝网引起了他的注意，他
和同事立即将非法铺设在水中的丝网
和地笼全部打捞上来。经清点，丝网
10条、地笼1条。

当晚7时许，该县公安局接到群众
举报：经常有人晚上躲在泊湖下仓镇
水域电捕鱼。薄华营、吴大华根据县
局安排，参加了当晚的联合抓捕行
动。22时许，参战民警在县水产执法
大队执法人员的大力协助下，在泊湖
下仓东兴村水域，将利用电捕器非法

捕捞水产品的两名男子抓获现行。
通过水上巡查与陆地巡查相结合

方式，一边查灾情、除险情、救群众疏导
交通、维护秩序、转移群众和执勤值守；
一边搜寻非法捕捞可疑人员和渔具。
这是宿松县公安局民警辅警参加防汛
抢险以来每天的工作日常。

7月18日下午17时许，汇口派出所
民警乘坐汽艇沿同马大堤外圩永天圩三
洲村段被淹水域巡查中，通过细致观察
水域内情况，发现一男子站在齐腰深的
洪水里收地笼。民警当场将该男子控
制，并查获非法捕捞的渔获物1.5公斤。

“以前，每到汛期，就有群众到长江
流域从事非法捕捞。今年，宿松县公安
局利用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建立的流动
巡逻、驻点执勤等警务模式，在长江同
马大堤筑起了一道道打击非法捕捞的
严密防线。”汇口派出所所长王斌斌说。

转移受灾群众2200余人次、救灾群
众830余人次、排除险情48处、劝阻进入
长江同马大堤车辆1400余台次……查办
非法捕捞案件5起，抓获非法捕捞违法
犯罪嫌疑人6人……这是7月11日以来
宿松县公安局在开展防汛和禁捕工作中
取得的成绩单。 通讯员 孙春旺

防汛禁捕两手抓两促进

本报讯 日前，桐城市唐
湾镇杨树村的贫困户胡忠宁请
人制作一面写有“真帮实扶，
深情不忘”的锦旗，送到程银
胜的驻村办公室，以表达贫困
户与帮扶干部的鱼水深情。

现年64岁的低保户胡忠宁
未曾婚娶，一直随85岁的老母
朱义珍及其弟胡胜林、弟媳孔
凡云和侄女胡萍萍5口之家共同
生活。胡忠宁久有分家拆户并
与老母相依为命的念头，但一
直未能实现。正在此时，桐城
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工程进入征
迁安置动员阶段，涉及杨树村6
个村民组 152 户。像是看到了

“分家”的曙光的胡忠宁打电话
向他的帮扶人程银胜求助。

于是，为帮助胡忠宁办理
征迁拆户，程银胜经过多方协
调，往返进山出山不下5趟，最
终胡忠宁与老母亲单独安置上
了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

3年多来，胡忠宁每次遇上
困难总是离不开程银胜的悉心

帮助。2017 年 11 月，胡忠宁骑
三轮车不慎跌落，导致腿骨骨
折入院治疗。程银胜得知后立
即驱车赶往市人民医院看望，
并积极和医生沟通治疗方案，
协 商 入 院 费 用 和 医 疗 报 销 。
2018年底，胡忠宁再次因骑车
跌倒引起腿骨骨折入院治疗，
出院后腿部留下明显后遗症，
出行不便。程银胜主动前往医
院看望，并开车带着胡忠宁去
市残联办理了残疾人证，第一
时间向民政部门申请了残疾人
救助金。2019年 10月，胡忠宁
心脏病突发再次入院救治，期
间，程银胜先后数次前往市人
民医院看望，送上慰问金和补
品，主动与其弟胡胜林对接，
解决胡忠宁的住院陪护问题。
在其出院之时陪同前往办理合
作医疗报销和大病保险。

他就是我心中的“亲人”。
谈起帮扶干部程银胜，胡忠宁
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记者 何飞 通讯员 魏敏）

桐城
程银胜：心系贫困户 倾情真帮扶

本报讯 当前正是水稻病
虫害的高发季节，潜山市采取
扎实措施，为秋季水稻增产打
下坚实的基础。

该市广泛动员发动，狠抓
措施落实，制定详细的防治方
案，农业技术人员包片的办
法，层层分解任务，落实防控
责任。各乡镇在各村建立监测
点，掌握田间病虫害动态，及
时将病虫害信息和防控技术宣
传到户，指导农民适时防治。
农业部门加强科学防控、分类

指导，发动广大干群积极行
动，采取专业化防治和群防群
治相结合措施，科学选用药
械，重点推广用量小、防效好
的新型高效低残留农药品种和
高效节约的植保机械，提高农
药利用率，促进减量增效，推
进农药使用量零增长。在农机
购置补贴政策推动下，社会化
服务组织购置植保无人机达140
余台，水稻病虫草害飞防面积
达30余万亩。
（通讯员 朱礼普 程院法）

潜山
扎实抓好水稻中期病虫害防控

8 月4 日，怀宁县黄龙镇农技员
张智峰 （中） 在田间地头指导种粮
大户郎银杰秧苗防病虫害。一个多
月来该县农业部门积极行动，组织
100多名农技员奔赴各乡镇开展补救
自救技术指导。

通讯员 怀扬 潘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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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采暖要纳入省民生工程了

安徽省教育厅表示，从 2020 年
起 ， 我 省 将 把 中 小 学 采 暖 纳 入 省
民 生 工 程 ， 采 取 安 装 空 调 等 针 对
性 措 施 ， 进 一 步 改 善 冬 季 防 寒 采
暖 保 障 条 件 。 原 则 上 ， 2020 年 9
月 1 日 前 完 成 电 网 扩 容 、 线 路 改
造 和 空 调 安 装 ； 采 取 其 他 采 暖 方
式的也要积极推进实施，确保 2020
年冬季使用。

网友微评
习惯了不习惯的习惯：想想咱们当

年读书的时候，连个风扇都没有。至于
冬天，就全靠一大群小朋友以人体散发
的热气取暖了。要是教室的玻璃不小心
给哪个熊孩子给破了，常常是来不及换

上的，老师们会弄块塑料布钉在木头窗
户上。时代变了，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
返了。我们可以摆个谱跟小朋友们忆苦
思甜，但不能苛求他们跟我们吃一样的
苦。更何况，我们祖祖辈辈一代一代人
努力奋斗，不就是为了未来的孩子们能
有更好的生活吗？

我市正妥善处置禁食野生动物

截至 7 月 30 日，除大观区外，我
市各地基本完成禁食野生动物养殖户
在养野生动物底数核实工作，依法退
出和妥善处置也正在开展当中，全市
已完成32家人工繁育单位退出处置工
作。据了解，我市依法退出处置的以
食用为目的人工繁育单位共66家，其
中6家无存栏，2家待转型，需处置补

偿的58家。目前在养野生动物物种主
要包括蛇、雁鸭、黑水鸡、蓝孔雀、
豪猪、黄麂等。

网友微评
hflm100：在 疫 情 发 生 之 前 ， 那

些以食用为目的的野生动物养殖户
们，肯定不会料到有这样一个政策
性的调整。毕竟之前他们还以养殖
的 “ 新 、 奇 、 特 ” 受 到 媒 体 关 注 。
对于养殖户来讲，这无疑是一次挫
折。我想到了网红“华农兄弟”，之
前因为养殖竹鼠在网络上爆红。如
今不能养了，他们也很郁闷，不过
并没有被挫折打倒，而是不断地探
索转型之路。当然，积极做好养野
生动物善后处理和采取措施引导受
影响的特种养殖户转型增收，也是
各地政府应该做好的工作。

本报讯 面对洪涝灾害，
怀宁县秀山乡独秀村承包户王
康宝，不等不靠，抢抓停雨
间歇期，积极开展生产自救，
把瓜田及时改种水稻，尽最大
努力降低农业损失。

今年，怀宁县秀山乡独秀村
王康宝承包了70亩农田，从事西
瓜和水稻种植，没曾想持续的强
降雨让他损失惨重。其中，9亩多
即将成熟的西瓜，因降雨量过大，
造成瓜田排水不通畅，致使西瓜

长时间遭受雨水浸泡，瓜藤腐烂
枯萎，半生不熟摘不得、卖不出，
其余稻田绝收。这让原本不富裕
的家庭雪上加霜、损失惨重。

灾情发生以后，在当地农业
站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王康宝抢
抓时间，翻田育秧，将绝收面积
补栽水稻，顺利把瓜田改成了稻
田，最大程度降低了洪涝灾害给
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

（通讯员 陈锐 程玉姣
记者 方文）

怀宁
减灾自救降损失

本报讯 水位在缓慢下降，
但仍居高不下，防汛形势依然严
峻。皖河农场一手抓防汛，一手
抓生产自救，力争大灾之年实现

“双确保、双力争”目标。农业生
产恢复“抢”字当头，7月底以来，
皖河农场组织无人机对受淹水
稻喷施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
剂，及时加强水稻田间管理，全
力以赴做好灾后恢复和生产自
救工作。

持续的低温、高湿、强降雨
侵袭，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一定影
响，特别是低洼田块秧苗受雨水
浸泡，导致部分坏死。皖河农场
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第一时间组
织排灌总站和各排灌分站24小

时抢排作业，迅速疏通沟渠，快
速排出积水，缩短稻田受淹时
间，并对出水的秧苗根据受淹时
间长短及受损程度及时定损，对
需要补种的秧苗组织职工在水
直播田块筛选浓密秧苗进行补
种；组织无人机对受淹尚能恢复
的水稻喷施叶面肥和植物生长
调节剂，促进水稻根系发展，加
速水稻分蘖，努力恢复灾后生
产，力争大灾之年不减产。

据了解，本次受连续降雨和
洪水影响，皖河农场共组织安排
排涝电力资金170.5万元。截至目
前水稻秧苗补种工作已全面结束，
水稻喷施叶面肥也基本完成。

（通讯员 徐丽燕）

全力以赴做好灾后生产恢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