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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着力打造智慧医疗健康福地。
抓实公卫体系建设。借鉴上海市在疾病
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公共卫生应急管理
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先进经验，推进公共
卫生体系建设。截至目前，争取四批卫
生领域专项债券项目18个，发行债券融
资18.5亿元；申报卫生领域抗疫特别国
债项目35个，下达抗疫特别国债2.5亿
元。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拓宽合作渠
道，与安徽医科大学合作共建安徽医科
大学附属安庆第一医院。加大与长三角
地区高水平医疗机构合作力度，海军安
庆医院等与上海同济医院合作并加挂分
院，实现共建共享。打造互联网医院。
开展诊间结算、远程医疗、分时段预约诊
疗等，让群众享受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市立医院等5家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医
院建设，力争到2025年，市县所有三级
医院全部建成互联网医院。 卫 健

我市着力打造
智慧医疗健康福地

岳西县“生态+扶贫”实现脱贫环保双
赢。实施生态扶贫工程。实施“饮用水源
保护、农村环境整治、有机产业发展、生物
多样性保护、生态补偿、千万亩森林增长”
等六大生态扶贫工程，发放扶贫小额贷款
5.12亿元，开发生态公益林护林员等公益
性岗位800余个，帮助贫困群众家门口就
业。加大生态补偿力度。建立地表水生态
补偿和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生态补偿
制度。公益林覆盖全县24个乡镇面积
133.93万亩，去年获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资金9027万元，受益群众近10万人。创新
生态扶贫方式。用好证监会IPO“绿色通
道”，引进美博等6家优质企业总部落户，
年增加税收2000余万元，实现2000名贫
困人口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1.5万元。投
资8亿元建设中医药健康产业园，带动
1000多名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岳 西

岳西县“生态+扶贫”
实现脱贫环保双赢

“大学马上开学报道了，这笔奖学金
有3000元，相当于一年的学费，非常感
谢安徽建工集团的帮助，我一定会好好
学习，不辜负大家的希望。”宿松县九姑
中学毕业生张进说。安徽省建工集团是
九姑乡九姑村定点帮扶单位，除捐助奖
学金外，还为品学兼优但家庭贫困的学
生发放了助学金。今年，九姑中学有56
人领到了助学金，29人获奖学金，奖学
金、助学金共计10万元。九姑中学有关
负责人介绍，助学金通过学生申请、班级
评审、学校公布三个环节，并公示两次，
以保证助学金发放的公平公正。作为九
姑村的定点帮扶单位，安徽省建工集团
自2014年开始，陆续在九姑中学开展了
多次帮扶活动，累计捐助奖学金、助学金
39万元，惠及学生近500人。 常 艳

宿松县九姑乡
优秀贫困学子受资助

9月16日上午，迎江区“企业数字化
转型”高层次人才专题培训班在浙江大学
顺利开班。培训班为期7天，辖区重点企
业代表和部分县级领导干部、部分乡（街
道）行政主要负责人、迎江经济开发区
经济分管负责人等49人参加，重点以专
家授课、现场考察、分组研讨等方式，围
绕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智慧商业等
内容开展研修。首场讲座上，浙江工业
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从专
业角度讲解分析了工业互联网的背景和
应用场景、新基建+工业互联网、新基
建+智能制造等内容，并分享了工业互
联网的应用案例。企业家学员们表示，
通过学习，大家对当前制造业形势有了
更清醒的认识，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已
成为制造业企业最迫切的需求，下一
步将结合企业实际，积极应对转型挑
战，提升企业竞争力。 张 翔

迎江区开展培训
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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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9日下午，记者行走在望江
县雷池乡沟口村主干道漳莲线（漳湖
镇至原莲洲乡）上看到，村民房屋风
格统一，家家户户门前统一修了小花
池，村民房前屋后的绿化将整个村子
置于绿树红花之间。

漳莲线呈南北走向，沟口村段长
4.8公里，以东是与之近乎平行的同马
大堤，以西是大片大片的农田，沟口
村的4000人口均分布在漳莲线两旁。

因为地势西高东低，加上排水不
畅，漳莲线以东的2000人口曾经饱受
水患之苦。

上了一个小坡，记者来到76岁的
村民程汉青家里，从客厅到院子再到
屋后菜园，要下好几个台阶，地势在
明显下降。记者发现，漳莲线以东沿
线居民家门前几乎都有一个小坡，抬

高屋基，为的就是下大雨时不至于房
屋进水。

程汉青说，以前每逢下大雨，屋
后的柴房、厕所、菜园等因为地势低
都会被淹，水没法排也没地方排。

同样住在漳莲线以东的78岁村
民赵际苗说，以前下雨菜园被淹，家
里人都要摸水去把地里的菜收回家，
不然菜就会烂在水里，因为大水，家

里的鸡都淹死过。
在2016年夏季的一场暴雨中，位

于漳莲线以东的一家木材加工厂也
曾严重受淹，机械、电机进水，加工厂
停产半个多月，损失了好几万元。

沟口村党总支书记程五一告诉
记者，随着多年人口增长、房屋建设，
漳莲线以东的一些排水沟逐渐消失，
排水不畅，漳莲线修过几次，路基加

高，雨水也无法流向西边。而漳莲线
以西地势稍高，雨水会排入西边的低
排沟，通过沟口闸可以排往长江，所
以受淹的主要是东边。

从 2016 年开始，沟口村利用扶
贫资金，结合水利建设项目，逐年
分段实施“东水西排”工程，投入资
金 300 余万元，建设总长 20 公里的
沟渠及 5 个泵站，打通了该村地下

排水网络。
在漳莲线两侧，村民门前有一条

宽0.4米加有盖板的排水沟，漳莲线路
面以下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过水箱
涵。雨水经过收集，汇入排水沟，最终
进入沟口村以西的低排沟，排入长
江。今年汛期，沟口村漳莲线两边村
民再没受淹。

程汉青家屋后有一处13亩的当
家塘，在今年上半年的乡村整治中，
当家塘也进行了清淤、整修，蓄水能
力大大加强。程汉青说，当家塘和排
水沟是连通的，能定水位，塘水不会
漫也不会干，现在也成了景观塘。

程五一说，今年沟口村还将投资
50余万元，对村内的一些边角区域进
行连通，进一步提升沟口村地下排水
能力。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东水西排”解民忧

初秋的清晨，朝阳倾洒在怀宁
县平山镇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万亩
金黄的稻田上，这光与影的交融，美
得令人心醉，不时有成群的白鹭从
稻田掠过，风声、水声、鸟鸣声相互
交织，宛如一首动听的歌谣，唱出了
一首自然生态和谐的赞歌。每天早
晚都在胜天圩散步拍照的村民李杏
节点赞道：“自从实施河长制以来，
我们这里的水清了，生态好了，环境
美了，空气清新了，更可喜的是还带
来了‘水中大熊猫’。”

近日，一种被称为“水中大熊
猫”的珍稀水生物桃花水母，大规模
现身于平山镇高泽村一池塘里。相
关专家认为，桃花水母是名副其实
的“活化石”，这一发现，具有较高的
研究价值和观赏价值。

桃花水母现身乡村池塘

“清晨洗手的时候，看见池塘
里一片白白的东西，近距离一看还
在动，一闪一闪的，我也不知道是
什么东西。”平山镇高泽村潘屋自
然村村民陈家明说。得知家门口池
塘里发现这一罕见的小精灵，村民
纷纷前来一睹为快，无不称奇。据
安徽科技学院副教授崔峰介绍，经
过形态观察，这是典型的桃花水
母，能现身这里，说明平山生态环
境非常好。

据了解，桃花水母是一种原始
低等的无脊椎动物，最早诞生于约
6.5亿年前，先于恐龙来到世上，是
中国物种红色名录中的濒危水生野
生动物。“桃花水母是名副其实的

‘活化石’，记录着地球生命的发展
历程，其特有的基因对现代基因工
程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为
研究和了解物种的遗传、进化提供
了条件。”崔峰说。

据统计，全世界 100 多年来只
发现桃花水母11种。除索氏桃花水
母和日本的伊势桃花水母两种外，
其余9种均为中国产。桃花水母是
仅有的一种淡水生活的小型水母，
生活在清洁的江河、湖泊之中，为世
界级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因此，在怀宁县发现桃花水母，
成为当地自然生态良好的见证。

听了专家的讲解，平山镇村民
对桃花水母能在家乡出现倍感自
豪。他们纷纷表示，要争做环境的
保护者、河塘的守护者，希望每年
都能再看到桃花水母的身影。“把
桃花水母保护好也就是保护家园
的生态环境，我希望我们家乡越来
越好、越来越美。水质越来越好，
人也越来越健康。”村民陈家明说。

河长制助力生态环境改善

“生态环境的喜人变化，得益于
河长制的实施。”平山镇镇长丁江波
介绍，平山有县、镇、村三级河长23
名、民间河长65名、义务护河志愿

者130名，2017年来，各级河长主动
发挥“头雁”作用，全力推进河湖清
洁行动。“说实话，在没有实施河长
制以前，河、湖、塘、库水质较差，周
边环境也是脏乱差。”

平山镇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围绕“河
湖清洁”主题，常态化开展“五清四
乱”专项行动，协调推进节水型社会
创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美丽乡村
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入河排污口整
治、违规养殖取缔、生态塘库建设等
专项行动，对3条过境河流和一个
湖泊实行“一河一策”。全镇790座
库、塘及其他沟渠等小微水体全部
纳入河长制湖长制管理范围，实现
小微水体管护全覆盖，彻底解决农
村河湖、坑塘“脏、乱、差、臭”等影响

水生态“最后一公里”顽疾，持续改
善水生态环境。“自2017年以来，我
们把水环境综合整治作为落实‘两
山’理念具体实践，坚持党政同抓，
高位推动，做到守河有责、守河有
方、守河有效。”怀宁县河长办主任
董学海说。

9 月 6 日清晨，平山镇大洼社
区党支部书记、村级河长胡斌来
到皖水沿岸巡河，他边走边停，详
细记录下了沿河几处河面、岸边
垃圾堆积的地点，并拍照记录。
随后，他回到村部，将此次巡河发
现的问题整理成台账，存入资料
柜，将照片上传至电脑，并通知部
分村民和志愿者下午去几个巡河
问题点开展垃圾清理。

平山镇不断推动河长制工作

“关口前移”，在全镇推广设立“村级
河长工作站”，使村级河长也有了

“指挥部”，为小微水体治理、涉河环
境卫生整治、畅通河道“毛细血管”
提供了工作平台。

三级河长守河尽责

河长，不仅是职务，更是责
任。2017 年，平山镇 23 名三级河
长到任后，河长制从“有名”到“有
实”、从“高强度”到“高质量”，他们
每周例行的工作就是巡查河道，发
现问题及时处理，遇到职责范围外
解 决 不 了 的 问 题 ，就 通 过 手 机
APP，及时反馈给上一级河长或者
是县级河长制办公室，帮助协调解
决。同时对辖区内水域、陆域实
行网格化管理，实现污染治理全覆
盖。镇纪委定期下沉督导各级河长
巡河履职情况，发现各级河长制工
作存在负面清单情形的，及时下发
整改通知，明确整改事项和时限要
求，并挂牌督办，建立问题台账，实
行销号管理，以严格的“清单制”“问
责制”倒逼工作落实。

“自从镇村设立河长制以来，
水质越来越好，河里的鱼也多了起
来，而且还出现不少像桃花水母一
样的珍稀品种。”说起家门口河塘
库水质发生的喜人变化，村民潘柏
枝喜笑颜开。

“护好一方山水，建设‘生态平
山’。”怀宁县副县长周著是平山镇
县级河长，每个月她都会来到平山
镇大大小小河湖边巡查，以各种形
式带头抓“河长制”的落实。“我们坚
持县级河长一月一巡、镇级河长一
旬一巡、村级河长一周一巡的频次
开展巡河，实现100%使用APP巡河
打卡，做到河湖问题抓细抓小抓苗
头，真正做到守河有责、守河担责、
守河尽责。”周著说。

“通过这四年的河长制实施，我
们镇先后获得安徽省生态镇、安徽
省卫生镇、安徽省美丽宜居小镇示
范、安徽省森林城镇等荣誉称号，现
在处处呈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的美丽画卷。”丁江波自豪地说。

河长制带来“水中大熊猫”
通讯员 檀志扬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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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祖先为
我们留下了这么多宝贵的古树名
木，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让这些‘绿
色古董’更加健康长寿，更好地造福
于我们的子孙后代。”初秋时节，岳
西县冶溪镇的志愿者们对古树附着
的腐蚀物进行清理，以实际行动保
护古树名木。

冶溪镇是一个名木古树之乡，
境内尚存古树名木数千棵，其中一
级9棵、二级39棵、三级657棵，占
全县古树名木的五分之三，品种有
银杏、香樟、苦槠、河柳等几十个。
这些“绿色古董”散布在村民的房前
院内、村头巷尾、田间地头。走进冶
溪，百步之内必有古树，千步之内必

有名木，一棵棵葱茏劲秀的古树昂
首云天，蔚为壮观。

“我们小时候就在这个树洞里
捉迷藏，听我爷爷说，他小时候这
棵柳树就有这么粗，那时候就是

‘空心树’，只不过树洞没有这么
大。最近我们不仅把这棵树搭起
了支架，还把树洞里的腐蚀物清理
了，并涂上了防腐剂，这棵树一定
会更加长寿。”冶溪镇司空山村64
岁的党员志愿者余绵忠是这棵古
柳的保护责任人，看着这棵长在自
家门口的古柳又重新焕发生机，他
兴奋不已。该镇古树自2004年开
始挂牌保护后，每棵古树都明确了
至少一名党员志愿者和一个责任单

位，实施责任到人。
今年6月份以来，冶溪镇再次

启动古树名木资源健康普查工作，
对境内名木古树进行一次全面“体
检”，并组建专业队伍，按照“一树一
方案”，采取修建围栏、砌坝培土、补
洞防腐、驱虫治病、补牌挂牌、搭架
支撑等，落实“一树一策”保护修复、
防病治病等措施。同时，进一步摸
清它们的等级属性、健康状况，明晰
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让每株古树都
有了自己的“身份证”，确保这些珍
贵的基因资源、难得的旅游资源和
独特的文化资源，得到精准保护。

该镇名木古树保护志愿者胡
永祥介绍道：“我们自6月份以来，

对我镇境内有病虫害的古树进行
修复、维护，到目前为止，已完成30
多棵古树的维护任务。”针对一些
高大的古树，志愿者服务队利用云
梯、曲臂车等，攀上高树为他们修
烂枝、去腐物、涂防腐剂等，做到应
治尽治。境内的两棵情侣树（苦槠
树）几十米高，只能利用无人机为
它进行病虫害防治。

“今年，我们按照古树保护等级
对全镇2000多棵古树，按树情分别
采取修枝、防蚀、培土、防病治虫等
措施，实施古树名木健康提升工程，
预计9月份完工。同时组建了一支
近200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
服务队，担任宣传和管护责任人，镇

分管领导和村‘两委’负责人按照属
地原则和古树保护等级担任‘树
长’，并落实‘树长制’管理。同时，
每年定期或不定期邀请省内外专家
为古树名木‘体检’，确保境内古树
名木保得住、活得好，更加健康安全
长寿。”冶溪镇人大主席刘召先说。

古树名木是自然界和前人留
下来、且不可复制的的宝贵遗产资
源，承载了几十代人的乡愁情思。
冶溪镇一直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和
名木古树保护工作，守护古树名木
既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实际行动，又是一项新的惠
民工程，不仅留住了乡村记忆，而
且释放了更多生态红利。

为“绿色古董”体检 保名木古树健康
通讯员 胡兴南

▲在平山镇高泽村，相关专家（中）现场讲解桃花水母对生存的水环境要求。 ▲桃花水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