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秋之交，在寺前河王畈村张屋
段河道治理现场，40 多米宽的河道
内无垃圾、杂物，满河裸露的鹅卵
石凸显河床的坚固敦实，清澈的河
水趟过拦河堰脊，缓流而下。沿着
河道边新修的 1000 多米青石步道，
外建防木栏杆，内砌护道水沟；沿
河两岸采用箱型砌块、生态护坡、
叠石景观挡墙等坡岸整治基本完
成，呈现出一幅崭新的水系综合治
理画图。

河道两岸护堤全部用的是新型集
成块，底层浇筑60—90公分高的混泥
土，上两层箱内填满砂土，再栽花种
草，进行绿化；有的河道坡面外铺锁
块，护坡固堤，保障安全。“以前，这
里的河道较浅，一下大雨暴雨，河水
猛涨，甚至造成山洪暴发、垃圾满
河、农田被淹、房舍受损、桥梁冲
毁，给沿河居住两岸的老百姓带来极
大的安全隐患，生活不安心。”村民张
汪和深有感触地说。如今，河道进行
了较好清淤清障，修建了多渡拦河
堰，加固了两岸河堤，实行了绿化美
化，农田能够灌溉，安全有了保障，

就近在河里洗衣洗菜也方便多了，真
的是今非昔比，改观极大。尤其是经
受住了今年 7 月份的一次洪水考验，
保证了两岸群众及农田安全。

沿着河边的公路而上，只见河道
治理全部完工，两岸的箱型砌块格外
醒目。特别是在佛图寺村境内的一处
河道急弯处，砌块加固得十分壮观，
至少高达两米左右。而这里也正是
1998年那场连夜湍急的山洪冲垮了岸
边一户村民的农舍所在地，并将睡梦
中的两位村民连人带房冲进了滚滚的
洪流且永远消失在洪水之中，令人痛
心疾首，不堪回往。

而现在，河道内岸借着坚固的山
势岿然不动，外岸呈现一个接近半圆
的弧度建起了七层箱型砌块，在岸边
绿树掩映下，既美观又结实，既抗洪
又安全，将过往的河患水灾载入了历
史，矗立在百姓面前的是一道坚不可
摧的安全屏障。

河水荡漾，经年不息。在离岸百
米之外的高坦地是佛图寺村一处美丽
乡村建设示范点，一排排崭新的民舍
错落有致，文化广场、宣传大屏、健

身器材、卫生公厕等公共服务设施齐
全，亮化、绿化、美化、硬化、净化
全部到位。

沿河而上，乔木寨村长达近5公
里的路边，成行的紫薇树高低错落，
芬芳四溢。许河组的一群村民正在
配合河道治理的挖机施工人员，修
建河岸台阶，方便附近村民下河用
水，洗衣洗菜；张屋组的许多村民
正在河边抬石砌岸，辛劳忙碌。在
张家新屋的两河口，建起了一渡宽
阔的拦河堰，拦河水漫过堰堤缓缓
流淌，沿河两岸新建的石砌护堤高
高矗立，两河口的中心地块正在平
整土地，修建文化广场。清淤过的
河道水流通畅，拦河堰的堰堤上也
间隔地修了踏步，方便群众来往文
化广场，河岸的民居崭新别致。“过
去，这里的群众都是居住在两河口
与高山下的裹挟地带，农户住的是
土坯房，猪圈厕所杂乱无章，日常
生活环境很差，况且河道从屋场外
围经过，每遇山洪，遭受侵袭，群
众胆战心惊，寝食难安。如今，整
个屋场的村民已全部从河内搬到了

河外，分布在通往潜山主干公路的
两侧，而且抓住这次水系综合治理
的难得契机，从根本上解决了困扰
在老百姓心头的一大水患，保障了
大家生活安逸，居住安心。”乔木寨
村党总支书记胡根方高兴地说，“我
村境内还要在沿河张家新屋、赵
屋、朱屋、茶厂新建4个文化广场，
为村民提供休闲活动场所，分享河
道治理的红利；目前，村内沿河已
建5渡、即将新建11渡拦河堰，能够
满足全村500多亩田地得到灌溉，旱
涝保收。”

在此次水系治理中，实施河道清
淤、垃圾清障约1.38万立方米，采用
箱型砌块、生态护坡、叠石景观挡墙
等坡岸整治长约7300米。同时，结合
美丽乡村建设，在人口居住相对密
集、河道平缓的地段修建步道2000多
米；沿河两侧将栽植垂柳、广玉兰、
紫薇等绿化苗木1000多株，草皮护坡
7000多平米，撒播草籽1000多平米，
混植藤本月季、黄馨、花叶络石等藤
蔓攀爬类植物共计3000多平米；建设
人文景观5处。

“四水同治”惠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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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县寺前河水系整治
作为全县实施“水系连通及
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县”
项目区之一，工程总投资达
2774.30万元，工期270天，
涉及王畈、佛图寺、乔木寨
三个村，全长11公里。该工
程自去年11月 19日开工以
来，土建工程进展顺利。实
施水资源、水生态、水环
境、水灾害“四水同治”的
效果显著。

水 清 岸 绿 景 致 新
——太湖县寺前河水系综合治理综述

寺前河水系治理。 通讯员 刘辉 摄

本报讯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农行太湖县支行坚持高站位、高标
准、高质量，按照“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的总体要求，努力落实“我
为群众办实事”的目标任务，不断推动

“党建+业务经营”融合发展，促进党史
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农行太湖县支行认真组织开展理
想信念、党风党纪和先进典型教育，
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摆正党建工作和
业务工作位置，分析找准二者深度融

合的主要问题，积极克服存在重业务
轻党建的思想倾向，明确党建工作内
容，围绕业务工作目标，一起制订、
一起检查、一起落实保障措施，努力
形成工作合力，以业务经营成果来检
验和评价党建工作。

该行切实拧紧党建工作和业务工
作的联动点。一方面在专业队伍能力
提升上联动，依托“三会一课”“学习
强国”平台等在线教育，通过集中学
习、交流研讨等多种形式，不断丰富

党史学习教育内容，组织党员深入学
习党章党规、党纪党史、法律法规、
金融业务等各方面的知识，不断提升
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技术
素质。另一方面在亮点特色上联动，
以党建品牌为载体，以“亮党员身
份”的方式，积极创建“党员示范岗”，
营造了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

同时，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系列活动。该行积极组织人员分头走
进乡村开展党建共建和“深耕乡村市

场 助力乡村振兴”送金融知识下乡活
动，以及“真心每一刻、服务每一客”服
务升温活动。组建了由班子成员带队
的若干小分队分赴县内行政村，积极开
展农户信息建档、发放惠农贷款。截至
9月初，农户信息建档386户，累计发放
惠农e贷5165万元，投放家庭农场及种
粮大户等贷款 1542万元，且积极减肥
让利惠民，贷款综合利率较去年下降
0.2%，有力支持了乡村振兴。

（通讯员 刘辉 孔汪林）

太湖农行学史力行深耕乡村市场

在长达11公里的寺前河水系治理
战线上，本着坚持立足“高效利用水
资源、系统修复水生态、综合治理水
环境、科学防治水灾害”的指导思想
下，积极打造“水文化”，努力建设文
旅融合、人水和谐的乡村旅游格局。

建于东晋时期且拥有1600多年悠
久历史的佛图寺，就坐落在寺前河佛
图寺村境内。这里山高险峻，苍松覆
盖，翠竹参天，景色奇异，景区摩崖
石刻众多，并以其独特的人文地理优
势静静地坐落在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国家水利风景区花亭湖水库之滨，成
为花亭湖风景名胜区五大核心景区之
一，是穿境而过寺五公路沿线的重要
景点，与坐落于该镇的赵朴初文化公
园、赵朴初纪念馆和毗邻的天柱山等
景区景点连成一线、串成一片。天柱
塔、飞来泉、天就门、披云石、八正
桥、生白洞、一线天、祖师洞等著名

八景，彰显着素有“小蓬莱”之誉的
典雅秀美。

也正是有了这一得天独厚的历史
文化资源优势，该村乘势而上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一方面积极争取文旅项
目建设，做大做强千年古刹，做精做
优精品线路；一方面完善旅游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将境内的寺前河治理视
为一项重点工程，聚力夯实基础，造
就河岸景观，新建了进入景区的石
门、水泥路、停车场，逐步兴起了农
家乐，打起了旅游牌，借水势，推文
旅，乡村人气日益旺盛起来。

从高处俯瞰，修葺一新的寺前河
蜿蜒穿行在位于一块峡谷盆地的产业
园中，给正在建设的园区带来了些许
的灵动，增添了勃发的活力。

河道进行了彻底的清淤，捞起的
鹅卵石又重新用于堤岸夯实固基；一
米多高的箱型砌块整齐划一、线条优

美；河道两岸全部新建了防护围栏、
修建了一米多宽的红色人行步道…….

大棚内2万多盆各种兰花青翠欲
滴，这几年成了看客慕名打卡之地；
120多亩村级集体成片茶园已收益惠
农，每亩收入3000多元，配套已建的
茶叶加工厂每年实现产值40多万元，
而且村里还计划在茶园里套种枇杷、
桂花，着力打造颜值更高的生态茶
园；还有已种的28亩冬枣、10亩八月
瓜将于明年挂果收成。

并且，村里在园区内紧紧依托朱
屋原有的农户砖瓦房改建成传统风格
的原味民宿，紧紧依托现有的果园、
茶园、花园，为游客提供多方位的观
赏、采摘体验，让游客亲身品味多元
化的茶文化、水文化、农耕文化与民
俗文化，擦亮日益崛起的“民宿经
济”，助力全面实施的乡村振兴。

尤其是在此次寺前河水系水网的

综合整治中，始终融会贯通了“治水
兴水”的工作方针。寺前河全流域清
淤清障，根治了肠梗阻，根除了水隐
患，致使河道顺畅、水流通畅，净化
洁化了人居环境；沿河两岸大面积的
栽花种草，绿化美化了乡野村庄；两
岸河堤全部采用现代箱型砌块，既简
洁美观又结实耐用，河岸居民住的放
心、看的舒心；沿河修建的一渡渡水
堰，能够发挥丰水期和枯水期的适量
调节作用，既方便了沿河群众日常生
产生活用水，又可满足沿河田地得到
灌溉，助农增收增效；同时，借水生
景，有的沿河新修了健身步道，有的
在附近美丽乡村建设点新建了文化广
场，成为山村群众休闲娱乐的理想场
所，提升了广大群众的生活幸福指
数，真正让“水”更好地满足新时代
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

通讯员 刘辉

“景水相融”绘画卷

本报讯 连日来，在位于太湖
县晋熙镇的长河 1#拦河堰施工现
场，挖掘机、装载机正在轮番作业，
工人们正在忙碌着，有的在搭脚手
架，有的则在进行预制块护坡施工，
各个班组作业现场井然有序。目
前，已完成一期工程基础处理部分。

长河1#拦河堰是长河干流水环
境综合整治的重点骨干工程之一，
工程总投资 8743.47 万元，由深孔
调节闸和浅孔蓄水坝组成，采用第
三代合页翻板钢闸门，蓄水高度
3.15米，于2020年10月24日正式开
工，工期590天。

项目自去年年底开工以来，工
程参建各方抢抓工程进度，科学组
织施工。“目前，工地现场持续投

入挖掘机和装载机共计8台，各专
业工种包括架子工，木工班组、钢
筋班组、混凝土班组和预制块安装
班组工人共计50余人。”该工程项目
经理黄杰宏说道，自去年10月底项
目开工以来，工程参建各方努力克
服疫情和主汛期带来的不利影响，
抢抓晴好天气，加大人力和机具的
投入，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
提下，进一步优化施工方案，加快施
工进度。目前已完成一期工程基础
处理部分。该工程建成后，将全面
改善长河环境生态，营造“城湖一
体、水绿交融”的城市水生态景观，
形成人水和谐共处的秀美生态县
城，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改善人居
环境。 （通讯员 黄德丰）

长河1号拦河堰
完成一期工程基础处理部分

本报讯 眼下，太湖县42.5万
亩水稻陆续进入孕穗期，这也是病
虫害集中防治的关键时期，各地聚
力抢抓农时，在植保专家的指导
下，积极开展病虫害防治，为今年
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现在正值双晚病虫害高发
期，各地要注意稻纵卷叶螟、稻飞
虱、纹枯病的发生，积极加强有效
防治。”9 月 2 日，县种植业服务
中心植保站站长李明波在田间现
场给晋熙镇水稻种植大户郝健明
确支招。

“今年的气候有些反常，稻田
里的卷叶螟病虫比较多，幸亏植保
站的专家来给我现场指导，坚定了
丰收的信心。”郝健种植的600多亩
水稻近期接近一半出现了病虫害，
农业专家的及时把脉问诊开方，让
他吃上了“定心丸”。

为切实做好今年水稻病虫害防

治工作，该县植保部门业务技术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发现今年水稻病
虫害呈现基数大、种类多、发展快
的特点，特别是稻飞虱较上年同期
增加423.3%。对此，县植保部门第
一时间通过现场会、手机短信、微
信、电视、广播等多种形式，及时
发布虫害预警信息，广泛宣传和普
及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和防控要
领，做到“县 不 漏 乡 、 乡 不 漏
村、村不漏田”，指导农民科学防
治，切实提高防治效果。并已派
出 100 多名专业技术人员指导组，
下沉 15 个乡镇开展水稻病虫害防
治，特别是对新型农业主体进行
重点指导，积极防灾减灾。同时
全县充分发挥病虫害专业化防治
组织的群防作用，开展无人机飞防
作业，推进农药使用零增长，确保
秋粮稳产增收。

（通讯员 刘辉 吴阳金）

专家把脉问诊确保秋粮稳产增收

本报讯 9 月 2 日，备受文学
界广泛关注的第九届冰心散文奖在
京揭晓，第九届冰心散文奖评审委
员会公布了第九届冰心散文奖获奖
名单。现供职于中宣部国家新闻出
版署《半月选读》杂志社的太湖籍
作家洪鸿的散文集《岁月生出的杂
念》获入围提名奖。据了解，这是
该县作家首次荣获国家级文学大
奖，也标志着太湖县文学创作事业
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洪鸿的获奖作品《岁月生出的
杂念》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
精选了洪鸿近年来发表在全国各地

报刊的散文作品100余篇。这些作
品充分体现了作家本人在京工作、
生活20余年的所见所闻所感及其拼
搏精神。书中既有作家对人生理想
的追求，又有对当下幸福生活的呈
现，书中大多篇章充满了励志精神。

该书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
一致好评。《人民日报海外版》《光
明日报》《中国艺术报》《中国国门
时报》《中国自然资源报》《新安晚
报》《安庆日报》《安庆晚报》等中
央、省、市媒体纷纷在文学副刊发
表评论文章，高度评价该书。

（通讯员 陈振伟）

洪鸿获第九届冰心散文奖提名奖

本报讯 日前，安徽某公司
“2021 光华助学奖学金发放仪式”
在太湖县北中镇沙河村举行，来自
马安组的陈婷等10名学子喜获“助
学奖学金”。

该公司是太湖重点骨干企业，
利税大户。多年来，公司发展经济
不忘回报社会，自2015年与沙河村
结成“村企共建”对子以来，始终

心系沙河村经济发展和贫困群众生
产生活，积极动员干部员工结对帮
扶贫困户，为困难群众提供就业岗
位，带动20户原建档立卡贫困户实
现抱团发展脱贫，捐资建立了村企
共建文化活动中心，设立“光华助
学奖学金”，资助奖励了30多名沙
河优秀学子。

（通讯员 陈振伟）

爱心资助莘莘学子

太 湖 县 寺 前 镇
乔木寨村村民在扇
稻谷。扇斛是农耕
文化时代老百姓普
遍使用的一种特殊
的木制农具，利用
一定的原理，用来
筛 选 干 净 的 稻 谷 ，
去掉杂质，可省工
省力。
通讯员 刘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