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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这个秋天，在潜山市的广阔农田里，
随处可见稻浪滚滚中，联合收割机穿梭
其间。“吞”进成熟的稻子，“吐”出饱满的
稻粒，不一会儿，运送稻谷的车厢就堆起
一座“稻山”。

9月30日上午，潜山市黄铺镇陈桥
村村民陈哲元站在垄头，面对这一幕画
面，一脸自豪。“看这收成，一亩能挣个
1400元那是没问题的。”

陈哲元是村里的种粮大户，也是丰
泽现代农机合作社的负责人，今年，他在
流转的 2000 亩水稻田种下良种杂交
稻。“规模种植的效益在于机械化，现在
种水稻，从耕种，到田管，再到收割烘干，
全程都是现代化的机械生产，有科技作
支撑，农业丰收有保障。”

机声隆隆，稻谷满仓。近年来，潜山
市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力推广
农机化新模式，助推现代农业发展。

30日下午，顶着明晃晃的日头，潜
山市全明家庭农场80后农场主汪全明
赶往正在收割的水稻田。汪全明家住松
岭村，祖祖辈辈以种田为生。在他的印
象里，过去种田是个苦活。

“小时候一家5口人齐上阵，人工割
稻、打稻，忙上一天，最多也只能收1000
斤左右。”汪全明告诉记者，现在不同了，
机械化大大提高了产能。“1000斤稻，一
个人10分钟就能搞定！”

说话间，一车稻子装满了，立刻驶向
附近合作社的粮食烘干车间，一刻也不
耽误。“我家没有烘干设备，农机共享，提

高了机器的使用率，降低了生产成本，提
升了生产效益，一举多得。”汪全明说，

“明天我家的两台收割机也要‘共享’给
别人哩。”

抢农时，忙收粮。潜山秋粮丰收的
背后，有农机应用推广的硬支撑，也离不
开经营体系创新的软实力。在潜山，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日益成为粮食生产的生
力军，农业社会化服务蓬勃开展。

潜山市同兴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水稻
田里，进士村村民徐建国正忙着匀平刚刚
装满的一车厢稻粒，“这一片今天能全部
收完，明天就收我家的了。”徐建国年过六
旬，儿女都在外打工，这两年，他一直都把
自家的五亩地交给合作社代种、代收。

“一家一户自己种，消耗大，辛辛苦

苦忙一年，也赚不了什么钱，合作社拥有
大量的农业机械设备，进行规模化经营，
降低了成本，增加了产量，合作社获得了
丰收，农民也得了实惠。”同兴农机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董海峰说。

值得一提的是，机械化带来的快捷
与便利，并没有让这群勤劳的农民“闲”
下来。比如，徐建国就利用这“赚”出来
的时间，还会在合作社干些简单的农活，
额外再挣点工钱。“看水、锄草、匀稻，我
都能干，每年能挣到2万多块钱！”说着，
徐建国黝黑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目前，潜山市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达85%，共有能提供农业社会化
服务的组织188家，带动小农户6万多户。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曹冬艺

秋收,农业社会化服务显身手

10月 8日，有安庆市民在朋友圈发
了一段视频，一名女子跪在地上给一名
男子不停地做心肺复苏，按摩穴位，渐渐
的男子有了意识。记者了解到，这一幕

发生在宣城市
绩溪县徽杭古
道景点，而救
人的女子正是
安庆人汪轶。

10月9日，
记者联系上了
汪轶。她介绍，
事情发生在 10
月7日，当天，她
跟随安庆一旅
行团到绩溪县
徽杭古道景点
游玩。上午 10
点20分左右，当
旅行团准备返
回时，只见路边

一陌生男子独自坐在地上，脸色煞白，大声
喘气，随即晕倒在地。由于事发突然，很多
游客看到这一幕时，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此时，汪轶急忙冲到男子身边，查看

男子状况。因为她知道，如果不及时抢
救，男子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汪轶在第一时间解开了男子的衣领
袖口，并让围观群众不要挤在一起，以便
保障空气流通。汪轶发现男子全身冒着
冷汗，意识模糊。她找到男子手机，希望
能联系到他的亲人好友，但男子此时已
无法言语表达，手机未能解锁。

汪轶蹲下身体，跪在地上进行心肺
复苏，并按摩男子的穴位。汪轶的母亲
和孩子也拿来纸巾、清凉油和热水，一
同救援晕倒男子。

揉穴、按摩、按压……经过近20分
钟的救助，男子的脸色、嘴唇慢慢有了血
色，意识也渐渐恢复。此时，景区医护人
员也赶到了现场，看到男子得到专业救
治，清醒过来并能正常活动后，汪轶一家
才放心地离开。

同在该旅行团的安庆市民廉保生目
睹了整个过程，他告诉记者：“当时游客们
看到男子晕倒在地时，都慌了神，大家你

看我我看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多亏了汪
轶及其家人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对该男子
进行了救援，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现场不少游客看到汪轶救援迅速、
动作娴熟，以为她是一名医护人员。然
而，大家都猜错了，汪轶其实是安庆人
民路小学的一名教师。

汪轶说，她自学过中医，并且其父亲
患有冠心病，因此她知道，心脏骤停，生
命垂危，生死就在一两分钟之间，此时能
否得到他人的帮助至关重要。“于是当时
没有多想，立即对该男子进行了救援。”

汪轶见义勇为、珍爱他人生命的事
迹得到了众多网友的点赞。记者了解
到，汪轶虽然是一名数学老师，但在平
时的工作中，也十分注重学生们的品德
教育，常常让学生们学习弟子规，并付
诸实践。“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无论在
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都应当乐于助人，
为人师表，以身作则。”汪轶说。

全媒体记者 唐飞

安庆女教师跪地施救景区晕倒男子

本报讯 我市在收购、储
存、加工、消费四端发力，
开展全链条节粮减损保障粮
食安全。

收 购 环 节 强 化 为 农 服
务，确保颗粒归仓。依托农
业合作社、粮食收储、加工
企业等社会主体，建设 24 家
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和6家粮食
质检机构，在收购过程中为农
户提供烘干、清理、检测、储
存等服务，解决农户晒粮难、
储粮难、销售难等问题，减少
产后损失。在出入库流程中加
大物流设施配套，及时组织
清扫回收。

储 存 环 节 加 强 精 细 管
理，提升储存品质。加大基
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完善
仓储设施功能，累计新建现
代化高大平房仓 70 万吨，维
修改造仓容 40 万吨。111 个库
点 及 企 业 建 设 了 “ 智 慧 粮
库”信息化系统，现代化储
粮设施和大数据运用全面推
广。发扬“宁流千滴汗、不
坏一粒粮”优良传统，创新

“四无粮仓”标准。开展仓储
规范化管理提升年行动，推
广“四合一”储粮新技术，
提升绿色储粮覆盖面，提升
低温、准低温储粮技术、环

流熏蒸、惰性粉防虫技术等
运用率。

加工环节倡导适度加工，
帮助升级改造。向全市粮油加
工企业发出倡议，要求严格执
行国家粮食加工标准，合理确
定加工精度，限制过度加工，
提高原粮综合利用率，减少口
粮资源损失。深入实施“优质
粮食工程”，为8家粮食加工企
业申请“好粮油示范企业”，
帮助企业更新升级加工生产
线，提高粮油产品附加值，杜
绝副产物浪费。

消 费 环 节 开 展 正 确 引
导，营造节约氛围。强化节
粮爱粮宣传，开展食品安全
宣传日、粮食安全宣传日、
粮油质检实验室开放日等主
题活动，让消费者了解粮油
基础知识，让科学营养、健康
饮食理念深入人心。全市粮食
系统带头承担起节粮爱粮社会
责任，要求干部职工在食堂、
公务、家庭等场所用餐中，
做到节约不浪费，用实际行
动影响和带动身边的每一个
人加入到爱粮节粮行动中来，
带头传承勤俭节约的传统美
德，树立良好的节俭风尚。

（通讯员 华龙苗 全媒
体记者 罗少坤）

我市开展全链条节粮减损

保障粮食安全

本报讯 “这几年政府给
我购买了‘1579’商业保险，
今年帮我报销了9000多元，家
庭负担减轻了不少，还是党的
政策好啊。”李大林发自内心
地感激。

李大林是怀宁县洪铺镇长
安村团结组建档立卡贫困户，
家庭人口3人，李大林在去年
被诊断为恶性肿瘤，医疗支出
较大，镇村考虑其实际情况，
将其纳入脱贫监测户管理。今
年初，该镇为其量身制定了

“一户一方案、一人一措施”，
帮助其购买了扶贫小额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和“1579”商业保
险；发放临时救助1000元；积
极动员其孙子李康外出务工，
帮助申报交通补助。“李大林
本人乐观向上，心态比较好，
在各项政策的帮扶下，更加坚
定了他治疗的信心，现在病情
比较稳定。”帮扶人李根水介

绍说。
今年来，洪铺镇紧紧围绕

防止贫困人口因病致贫返贫的
目标，从源头筑起防贫返贫

“拦水坝”，健康扶贫成为巩固
提升脱贫攻坚成果、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的强大助力。该镇以
不稳定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
为重点，全面落实健康脱贫、
综合社会保障等帮扶政策，对
全镇未脱贫的 16 户 44 人、边
缘户12户38人、脱贫监测户5
户16人建立“一对一”帮扶联
系制度，为所有“三户一体”
困难人员购买小额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将 21 户 52 人纳入低
保保障兜底；为23户 58人代
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帮
助5户 16人购买“1579”商业
保险，报销医疗费用1.3万元；
对 8 人申报残疾人救助政策；
发放临时救助2.1万元。
（通讯员 檀志扬 江坤）

怀宁：

健康扶贫兜牢致贫返贫底线

“电通了，水排了，离我们秋季播
种的日子也就不远了。”9月 25日下
午，在大观区海口镇保婴村，村民们
看到刚刚通上电的排涝水泵里奔腾而
出的水流时激动地说道。

9月22日，安庆市大观区政府走
访安庆供电公司时提及大观区海口镇
保婴村保婴圩今年因汛前漫顶进水，
变压器至今淹没在水里，无法开机排

涝，秋种工作迫在眉睫，希望供电公
司能够尽快恢复排涝站供电。

得知这一情况后，安庆供电公司
迅速行动，第一时间组织高压电检
工作人员赶赴现场，经过实地勘
查，决定用一台容量 100千伏安变压
器作为临时电源，以满足2台水泵的
可靠用电，尽快恢复排涝站正常用
电。方案确定后，安庆供电公司市

场室工作人员帮助用户协调施工人
员和物资，指导用户加班加点立
杆、架线、变压器安装试验，同时
协调生产、计量等部门，开通“绿
色通道”，简化报装流程，快速安排
装表接电。不到4个工作日，9月25
日下午顺利完成送电。

目前供电部门已配合用户对其电
气设备进行了全面检修测试，逐步恢

复圩内排涝设备正常运行，全力保障
秋种安全可靠供电。 （赵明志）

紧急架设排涝电源 全力助民秋种复产

近年来，潜山市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力推广农机化新模式，助推现代农业发

展。在农机应用推广的硬支撑下，经营体系创新的软实力也获得了有效开发，新型农业社会

化服务组织成为粮食生产的生力军。

10月10日上午，迎江区统计局、宜
城路街道联合南水回族社区开展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宣传活动。

在人民路宣传活动现场，志愿者们
向居民发放人口普查宣传资料，广泛深
入地宣传人口普查的重要性和要求，积
极引导广大市民依法配合普查，如实申
报普查项目。
全媒体记者 路欣 通讯员 毛钰宏 摄

开展全国第七次

人口普查宣传活动

本报讯 今年以来，潜山
市以提高城乡居保缴费质量为
主线，通过广宣传、树典型、
优服务等措施，鼓励引导居民
多缴费、长缴费，稳步提高全
市城乡居保人均缴费水平。

该市在积极落实城乡居保
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
整机制惠民政策的同时，组织
各乡镇保障所梳理出各村(居)
经济条件较好和有影响力的党
员、村干部、乡贤代表等人
群，通过召开座谈会，鼓励他
们带头选择高档次缴费，并在
镇村公示栏进行宣传，以身边
人说身边事，树立典型示范，
提高中青年人群选择较高档次
参保缴费的积极性。此外，还
通过加强基层城乡居保经办服

务平台建设，推行城乡居保
“四个不出村”示范服务等方
式，实现居民不出村就能办理
参保登记、个人缴费、待遇领
取、权益查询业务。积极推行

“互联网+城乡居保”服务模
式，引导广大参保居民通过电
脑、手机 APP 办理业务，让

“数据跑”代替“群众跑”，实
现“一次不用跑”。

截至9月21日，该市城乡
居保参续保缴费 20.56 万人，
征收保费9821.44万元，人均缴
费水平达477.64元，比去年同
期增长32.04%；其中选择五档
及五档以上缴费人数达14.31万
人，缴费比例达69.6%。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
讯员 汪新才）

潜山：积极推行

“互联网+城乡居保”服务
10月上旬，在安庆市重点工程局

菱湖北路电力架空线路下地改造工程
现场，国网安庆供电公司配电运检人
员正在进行菱湖北路湖心路至中兴大
道段下地改造第七次工作任务。截止
目前，已顺利实施菱湖北路东段 4
次、中段7次、西段2次下地改造任

务，成功助力市政道路及中兴大道高
架建设工程的实施。

安庆市重点工程局菱湖北路电力
架空线路下地改造工程，涉及6条配
网10kV双回架空线路，线路长度约3
公里，整个下地改造工程新建及更换
高压环网柜 10台，新建500kVA箱式

变电站2座。该工程覆盖线路广，供
电范围大，线路主要负荷还包括市政
机关、银行、泵站等重要客户。

今年7月份起，安庆供电公司就
菱湖北路工程分区段细化方案，统筹
施工单位，多次召开方案分解对接
会，集中施工力量压缩单次改造时

间，整个工程停电改造过程中，供电
人员保证终端用户不重复停电，全力
优化改造方案、统筹现场施工。

目前，菱湖北路东段、西段及中
段 13 次电缆下地改造任务已全部完
成，安庆供电全力为市政重点工程建
设助力添彩。 （安供宣）

线路迁改下地 助力市政工程

汪轶（中）现场施救患病男子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