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稻田施肥

立秋时节，华阳河农场的农户对水稻、大豆、高粱等农
作物进行施肥打药、田间拔草，对灾后的稻田进行匀秧移
栽，积极开展田管。

近日，随着气温的不断升高，华阳河农场 10 万亩农作物
进入生长旺季。该农场在抓好防汛工作的同时，成立两个农
业技术指导组，到农业分场进行“把脉问诊”，督促和指导农
户利用早晚时间实施田管；人机结合，进行施肥、打药和田间
除草。目前，该农场 6.2 万亩水稻、3 万亩大豆和高粱已普施
肥料 1-2 次，并依据农时和作物生长情况做好杂草清除、虫害
的防治，为全年粮食增产丰收打好基础。 通讯员 李龙 摄

立秋时节农事忙

▲田间拔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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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现“五
个显著”。显著改善农村环境面貌。截
至 2019 年底，累计建设省市县中心村
1015 个，乡镇政府驻地整治实现全覆
盖，完成10万余户厕所改造、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80%以上等，农村人居
环境大大改善。显著增强农村公共服
务。加强村庄道路、电力电信等基础
设施建设，新建改建一批村民健身场
所、文化站等公共服务设施，实现村
民看书有阅览室、健身有器材、跳舞
有广场。显著提升产业发展水平。把
美丽乡村建设与发展产业、促进就业
相结合，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
业和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2019
年村均集体经营性收入达 21 万多元，
居全省前列。显著提高农村文明程
度。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建立村规民
约和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村民
议事会等，引导农民破除陈规陋习，
树立乡村文明新风。显著密切党群干
群关系。优先将贫困村列入美丽乡村
中心村规划建设，引导农民群众积极
参与；截至去年底，全市375个贫困村
建设美丽乡村中心村占比达87.2%，有
力推动贫困村顺利出列。 政 研

我市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实现“五个显著”

宜秀区“精心栽培”助推青年成长
成才。阵地作“沃土”。利用6家“青
年之家”平台开展线上、线下活动35
次、1200人参与，充分展现青年阵地作
用。思想引“活水”。组织开展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宣讲等活动 6 场
次；组织11142名团员青年加参加“青
年大学习”主题团课。活动造“养
分”。充分发挥区域内高校密集优势，
积极开展“三下乡”“微心愿”等活
动，开展法制宣讲、心理疏导等活动近
30次，招募志愿者309人。战疫添“能
量”。组建 138 人参与的“青年突击
队”，利用新媒体积极宣传疫情防控
知识和典型事迹，点击量达 5000 余
次；筹集资金 12100 元，酒精及消毒
液206瓶等。防汛显“担当”。组建6
支青年志愿队，招募 116 名青年志愿
者，奔赴防汛一线参与巡堤查险、物
资搬运等防汛工作。 宜 秀

宜秀区“精心栽培”

助推青年成长成才

望江县紧盯住房安全实现农村危
房“动态清零”。起底大排查。从县质
监站、设计院和县内二级资质以上建
筑公司、监理公司抽调 40 名技术人
员，组成10个农村危旧房屋鉴定工作
组，开展房屋安全鉴定大排查，共鉴
定农村房屋14.7万户，全面摸清底数。
改造细方案。按照房屋评定等级，对
鉴定为 C 级和 D 级危房的四类重点对
象，通过农户自建、亲邻帮建、政府
统建、社会援建等多种措施，改造危
房5685户。对鉴定达到A级和B级安
全标准的4.2万户四类重点对象，制作
并悬挂房屋安全标识牌。统筹促合
力。结合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
目，对长期闲置废弃的25876处危旧主
辅房及残垣断壁进行拆除，投入拆除
资金6111万元，去年荣获“安徽省农村
危房改造激励县”称号。 望 江

望江县紧盯住房安全

实现农村危房“动态清零”

今年7月份，怀宁县遭遇持续
强降雨天气，造成全县河流水库
水位迅猛上涨，各乡镇均不同程
度受灾。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关键之年，为切实做好灾
后恢复、脱贫攻坚工作，怀宁县多
措并举、上下联动，努力克服洪涝
灾害对脱贫攻坚带来的不利影
响，全力确保未脱贫的273户749
人不因灾返贫致贫。

排涝抗灾减少损失

8月9日，怀宁县区大圩石镜
乡段圩堤上，数十台大功率抽水
泵正在开展排涝工作，自8月5日
此处圩堤决口成功封堵后，怀宁
县石镜乡第一时间抽调多台抽水
泵参与排水工作。

区大圩圩区内共有企业 20
余家，自7月 12日受长江水位顶
托，出现漫堤溃破，导致圩区内
被淹，圩区内企业处于停工停产
状态。近期水位渐退，石镜乡第
一时间组织专家商讨、制定复堤
方案，积极争取各方力量支持，
经过 4 个昼夜不停作业，于 8 月
5日成功复堤。

区大圩因圩内面积较大、
积水较深，水位自然退去大约
需要 3 个月左右时间，严重影
响圩内正常生产生活，因此在
复堤之后，为尽快排除圩内积
水，石镜乡、月山镇组织成立
了排涝专班，24 小时不间断作
业。据了解，目前每天能排除
积水 60 万方，预计 10 天左右能
将圩内 3000 亩水涝田全部排
完。“我们早一天排完水，群众
和 企 业 就 能 早 一 天 恢 复 正 常
的生产生活，就能减少一点他
们的损失。”石镜乡党委委员、
武装部长贾汪忠说道。

脱贫攻坚和灾后恢复工作
事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事
关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成色”，怀宁县各级党员干部
肩扛责任、满怀情感，全力以赴

做好灾后恢复和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等工作，进一步压实工
作责任，因地制宜、因人制宜，
精准施策，着力完善扶贫数据
档案、摸清扶贫底数、精准识别
贫困户，确保扶贫攻坚、灾后恢
复的阶段性任务和全年目标都
能够顺利完成。

“两手抓、两手硬、两不误”

8 月 8 日上午，在怀宁县平
山镇平山社区双洼水库连翘种
植基地，该镇农技站技术员程志
清正在坡地上指导张从柏给刚
刚补栽的连翘新苗追肥管护。

“前段时间雨下得太多，基地里的
连翘苗被水冲了一点，这些天我
们趁着天气好又全补栽了回来。
多亏了农技站技术员经常过来指
导，不然我这个‘门外汉’还真不
知道怎么办好。”张从柏说道。

今年71岁的张从柏，是平山

镇平山社区张屋组人，也是村里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儿子常年在
外务工，平时就他老夫妻俩在家
照顾孙女上学。今年初，当地村
民刘会军在双洼水库周边承包
了 40 多亩坡地种植连翘，在社
区“两委”的帮助下，张从柏和社
区另外 5 户贫困户一起，通过

“四带一自”产业扶贫模式投资
入 股 连 翘 种 植 基 地 。 除 此 之
外，考虑到他家境困难，社区驻
点干部洪小明又介绍他到基地
务工，负责一些日常的田间管
理工作。仅务工收入这一项，
张从柏一年就有 25000 元的工
资入账，加上儿子在外的务工
收入和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教
育扶贫等国家扶贫政策奖补，
其家庭年收入约6.5万元。

“汛期一过我们这边基本也恢
复正常了，这几天气温太高，早晚
过来照看一下连翘种植基地，活
不重，离家近，既有工资又能照顾

家里。感谢党和政府的扶贫好政
策。”张从柏一边忙着手头的活一
边说，憨厚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入汛以来，怀宁县遭遇持续强
降雨天气，面对汛情、险情、灾情，
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团结一心，
共同抗灾，经受了考验，取得了阶
段性工作成效。近期汛情缓解、洪
水渐退，怀宁县各地抢抓晴好天
气，着力恢复生产，开足马力驶入
正常生产生活的快车道。该县通
过迅速恢复生产把灾情影响降到
最低、把损失减到最少。同时做
到“两手抓、两手硬、两不误”，驰
而不息抓好脱贫攻坚，确保决战
决胜圆满收官，确保如期完成脱
贫攻坚目标任务，并以脱贫攻坚
为重要抓手，着眼未来、从长计
议，推动乡村振兴各项事业发展。

脱贫路上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陈叔，鸡仔捉回来了吗？”

“捉了捉了，前天我从养鸡场捉了
120只鸡仔回来。有了保险的理
赔资金，这次捉鸡仔我没花一分
钱，只要好好养就能挽回全部损
失了。”8月7日，怀宁县三桥镇扶
贫办负责产业扶贫的金丽丽又一
次来到了湖滨村沿河组贫困户陈
申生家中，查看因汛情影响后的
产业发展情况。

陈申生的孙女是脑瘫儿，他
家因病致贫成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为了帮陈申生一家走出困
境，镇扶贫工作站鼓励引导陈申
生自主发展养鸡产业，而且可以
获得产业奖补，通过销售鸡和土
鸡蛋，一年下来产业收益也能达
到 7000 元以上。今年因为汛情
严重，内涝导致鸡舍进水，陈申
生养殖的 110多只鸡遭受损失。
由于镇政府前期已帮助其办理
了 特 色 农 产 品 保 险 的 帮 扶 政
策，镇村帮扶干部和保险公司
工作人员在受灾第一时间就来
到了陈申生家中查看灾情，经
现场核实，保险公司为其理赔
1167元，大大减轻了陈申生家的
损失。随着汛情逐步缓解，陈
申生马上用这笔理赔资金重新
购买了鸡苗。

看着刚从养鸡场捉回的小鸡
仔，陈申生由衷感慨道：“幸亏有
政府帮助买的这个农产品保险，
帮我挽回了这笔损失。”

灾后恢复是特殊大考，脱贫
攻坚是时代使命。怀宁县将灾
后恢复重建同脱贫攻坚紧密结
合起来，坚持自力更生、生产自
救，不等不靠、主动作为，集中力
量，坚决打赢打好这场输不起、
慢不得、没退路的硬仗。该县坚
持目标标准，紧紧围绕“两不愁
三保障”，聚焦重点，坚持标准不
变、目标不变，落实挂钩帮扶责
任；着力补齐短板，以问题为导
向，查缺补漏、攻坚克难。同时，
该县着力梳理解决灾后恢复生
产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着力解决
贫困户实际困难，确保脱贫路上
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灾后恢复不懈怠 脱贫攻坚不松劲
本报通讯员 檀志扬 文/图

农技人员指导张从柏（左）给刚刚补栽的连翘新苗追肥管护。

近日，宿松县公安局对全县公
安机关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成绩突
出的4个集体和42位个人进行了
表彰，在受表彰的民警辅警中，有
27位退役军人的名字赫然在目，他
们的名字就像他们的事迹一样在
这个夏天特别闪光。

今年7月中旬，受强降雨和长
江中上游来水影响，长江同马大堤
外护永天圩发生漫堤，当地政府迅
速组织受灾群众转移。汛情就是
命令，抢险就是责任，宿松县公安
局广大退役军人主动请命，投身防
汛一线，他们有的年近六旬即将
退休，有的是刚退役的士兵。在
防汛抗洪一线，他们或驾艇在波
涛汹涌的江面巡逻，或日夜在同
马大堤值守，他们尽自己所能，在
防汛抢险救灾“战场”上再立新功。

在长江同马大堤宿松县汇口
镇三洲村段公安防汛工棚执勤点，
一位体态魁梧、身材高大、皮肤黝
黑的老民警特别引人注目，他是复

兴派出所副所长朱成。
“那天，不少从永天圩灾区撤

离的群众来到大堤上，他们想回家
看看，有的情绪比较激动，我就向
他们做思想工作，耐心解释当前灾
区的情况很危险……”7 月 12 日，
有着5年当兵经历、31年警龄的朱
成，主动报名前往同马大堤三洲村
段公安防汛工棚执勤点值守，那天
他和同事成功劝返了数十名欲回
灾区家中的群众。

每天从早上 8 时到晚上 8 时，
朱成 12小时不间断在执勤点巡逻
值守，中午就在防汛工棚简单地吃
一份盒饭。晚上执勤结束后，他又
匆匆赶回办公室处理日常警务工
作，夜里就住在办公室，随时待命，
防汛、警务工作“两不误”。

在同马大堤上，像朱成这样身
兼多职、肩扛多责的公安退伍老兵
有很多，水上派出所副所长吴大华
也是其中之一。

“作为一名老党员，又是一名

退役老兵，越是在组织上需要我的
时候，我就越要敢于肩挑重担。虽
然还有两年就要退休了，但我的身
体还硬朗着呢，叫我战斗到哪里都
行！”永天圩未发生灾情之前，吴大
华就已连续一个多星期，每天深入
长江河湖一线，忙着带队开展打击
非法捕捞工作，期间还熬了多个通
宵。接到防汛抢险救灾命令后，他
又义无反顾地来到同马大堤防汛

“战场”。组织上考虑到他有着丰
富的水上工作经验，遂安排他负责
开展水上巡逻工作。

7月 13日下午，吴大华带队乘
坐汽艇沿永天圩被淹水域开展巡
逻中，发现被淹的一栋民宅门口
有个人影在晃动，他立即指挥汽
艇加速驶向该民宅。他和同事上
岸后，通过对该民宅的搜寻，找到
偷渡回家的张某。张某家房子在
洪水的浸泡下，出现了裂口，随时
有倒塌的危险。紧要关头，吴大
华不顾张某的阻挠，毫不犹豫地

将其拽上汽艇，安全撤离危房。
“每天我们都要沿永天圩水域

来回巡逻四次，有时为了转移群
众，一天要来来回回十几次，每当
感到疲乏的时候，每当想要歇息
的时候，看到胸前的党徽，听到汽
艇上党旗猎猎的声响，浑身就又
充满了力量。”吴大华说道。他已
连续20多天战斗在防汛抢险救灾
一线，共转移、救援群众 70 余人
次。期间，他还利用防汛抢险救
灾的机会，开展打击非法捕捞工
作。7月 14日上午，他通过水上巡
逻，查获永天圩四洲村段被淹水
域非法捕捞渔具 11件；当天晚上，
他又协助相关部门前往下仓镇开
展联合执法行动，当场抓获两名
非法捕捞违法人员。

“退伍不褪色，虽然脱下了军
装，但军魂还在，初心未改。面对
险情灾情，我必须得上！”这是宿
松县特警大队副大队长汪剑在防
汛日记中写的一句话。“70 后”汪

剑是一名从军营到警营的老兵，
自参加同马大堤防汛抢险救灾那
天起，他就严格遵守防汛抗洪纪
律和严格执行巡检排查任务，吃
住在同马大堤，不曾睡过一个囫
囵觉，但他从不叫苦叫累，处处彰
显一名特警退役军人吃苦耐劳、
敢于担当的本色。

“90后”辅警项乐、周金亮也是
从军营到警营的退伍军人，他们对
待防汛抢险救灾工作热情高涨、行
动迅速，开展紧急救援、及时疏导
车辆……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
们冲锋在前的身影。

洪水不退，警察不退。据了
解，自 7 月 11 日以来，宿松县公安
局参加此次防汛抢险救灾的58名
退伍军人依然坚守在防汛一线，他
们战高温、冒酷暑，守护百姓平安，
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公安为人
民”的庄严承诺，同时彰显了警营
退役军人退伍不褪色的忠诚本色。

通讯员 孙春旺 李家坤

警营退役军人 防汛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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