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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西县把党史学习教育的落脚点放
在学史力行上，引导群众发展特色产
业，补齐群众生产生活短板，切实增强
百姓福祉，真正把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果
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红色动力”。

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我们这里是深山地区，山上野猪
多，种植其他农作物会遭到破坏，种生姜
不怕野猪，而且来钱快，上半年种下去，
下半年就有收益。”白帽镇江河村党总支
书记孟刘海介绍说，江河村土壤肥沃、气
候条件适宜，发展生姜种植业具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于是将发展生姜作为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产

业。今年白帽镇通过政策扶持、土地流
转、能人大户带头等方式，共种生姜
4000亩，覆盖全镇10个行政村，210个村
民组，981户，亩均效益可达2.5万元。

毛尖山乡板舍村确立“果蔬飘香、魅力
板舍”发展目标，大力发展高山蔬菜、香榧、
水蜜桃等产业。当地采取“公司+合作社+村
委会+农户”的经营模式，公司包技术、信
息、销售，合作社包培训、标准、收购，村委
会包流转、协调、服务，农户包耕种、管理、采
摘。全村建起蔬菜基地700亩、果园300亩、
香榧2000亩，实现群众和村集体双赢目标。

改造深山供电，满足生产需求

“可以在自己家完成产品加工，我

之前想都不敢想。”店前镇银河村天呙
组居民祝学进说，天呙组位于店前镇
银河村与河图镇接壤的深山，他依托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山上建设猕
猴桃种植生产基地，过去因电压不足
使得他无法对产品进行深加工，公司
发展受限。

“银河村的供电台区仅能满足用户
照明需求，限制了村民的生产发展。”
岳西供电公司按照急事急办的标准，对
该区域重新规划设计，进行电网改造，
新增一台变压器，缩短供电半径，容量
由原来的80千伏安增至300千伏安。同
步对店前镇、冶溪镇电力供区进行全面
改造，彻底改变了两镇5万居民的用电
生产条件。“电力足了，我扩大生产的

信心和动力也足了，在家就能深加工，
每年可增加十几万元的收入。”祝学进
对未来产业发展充满希望。

该县的古坊乡属于原小水电供区，
也存在类似用电困难，电压不足、不
稳、突发性停电等现象困扰着当地茶
农，当地中心供电所赶在今年茶季来
临之前，对古坊乡辖区内涉及茶厂的
台区和线路，优先进行改造，满足茶
农用电需求。

从家家亮起的电灯到户户用上电
器，从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到户户通动力
用电，岳西供电公司彻底解决了山里群
众用电瓶颈问题，稳定的电压、充足的
电能惠及千家万户。

通讯员 徐进群 殷瑛

岳西：群众有所盼 实事这样干

黄梅戏《献船》参演第六届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

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参
演剧目自9月1日起开始网络展播，持
续至9月 19日。由市黄梅戏艺术剧院
创排演出的黄梅戏《献船》代表安徽
省参加此次文艺会演，于9月4日至9
月9日展播。黄梅戏《献船》根据我市
望江县漳湖镇回民村127名回族船工组
成渡江船工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护
送解放军渡江的真实故事创作而成，
是一部反映军民团结一心取得渡江战
役胜利的作品。

网友微评
江嘴散人：这部戏还没看过，但

这背后的故事还是有一些了解的。我
去过故事里的回民村，那里有一个展
馆，专门介绍这些历史。在这个真实
的故事里，多名船工为了护送解放军
渡江，牺牲在他们熟悉的长江上。他
们都是英雄，应该被纪念。安庆的戏

曲工作者创排演出《献船》，不仅用这
片土地孕育的戏曲歌颂了这片土地诞
生的英雄，还让他们的故事在更为广
阔的舞台上展示出来。这样的纪念，
让人甚为欣慰。

Linspr:其 实 从 真 实 历 史 汲 取 营
养，开展包括戏曲在内的各种艺术形
式的创作，是个不错的思路。有时
候，历史才是最好的编剧。戏曲我看
得不多，不好评价，但目前许多影视
剧内容实在是太水了。与其把钱花在
注水剧本上，不如像咱们这个黄梅戏

《献船》一样，在真实历史或现实题材
上多花花心思。随着观众欣赏水平的
上升，那种靠流量明星引流的注水
剧，注定蹦跶不了多久了。

8家游泳场馆水质检测不合格

自6月底开始，市卫生监督处对城
区 15 家游泳场所开展多轮次监督检
查，并对泳池水的细菌总数、大肠菌
群、尿素、浑浊度、pH值、余氯含量

及浸脚池水余氯含量等项目进行抽
检，共检测样品281份，合格259份，
8家游泳场馆水质检测结果不合格。针
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
均下达了责令整改意见书，目前已对
三家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的单位进行立
案查处，分别是位于汇峰广场的“如
日中天”游泳馆、位于百联购物中心
的“燕堡仕”游泳馆以及位于南翔邦
臣酒店内的游泳馆。

网友微评
Suso1234：有些事，真是不查不

知道，一查吓一跳，安庆才多少家游泳
馆啊，就有 8 家水质检测结果不合格。
虽然检查也挺辛苦的，但我还是要抬个
杠，这结果公布的有些晚吧？不是说 6
月底开始就在监督检查了吗，希望下次
有关部门能在 6 月底或 7 月初的时候，
就公布检查结果。这都9月份了，夏天
早就结束了，游泳馆旺季都过了，游泳
馆该挣的钱也挣得差不多了。更重要
的是，那些不达标的水，咱们游泳爱好
者该喝的也都喝过了……

本报讯 9 月 7 日，潜山市
雪湖公园建设现场机声隆隆，施
工人员正在争分夺秒开挖福临
桥承台基坑。“工程已经完成雪
湖、学湖、南湖‘三湖’清淤，正在
建设道路、桥梁、景观栈道等园
内设施。”工程负责人介绍道。

由潜山城区南下，安九高铁
潜山站站房建设现场热火朝天，
工人师傅正在线路开展静态验
收，站房内部施工正在紧锣密鼓
进行。据悉，到12月份，站房将
具备试运营条件。

白露时节，暑退凉至，秋高
气爽，为工程施工提供了极大便
利。潜山市政、交通、水利等重
点工程抢抓“凉好”天时，加速工
程推进，雪湖水系治理、高铁站
房及快速通道、书香北路建设、

东门入口环境整治、团结路延伸
段等重点工程建设现场，处处呈
现一派繁忙景象。

重点工程推进中，当前潜山
市盯紧时间节点，以季保年，科学
组织施工，强化工作联动，奋力攻
坚破难，抢抓进度、倒排工期，在
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基础
上，快速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确保
按照既定节点完成目标任务。

重点项目建设是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抓手和强力支撑。
今年以来，潜山市锚定工作目
标，全力以赴打好重点工程攻坚
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人
力，精准破解项目推进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强化督查考核，健
全完善督考机制，倒逼工作落
实。 （通讯员 朱礼普）

潜山：白露秋风“凉好”时

重点工程鏖战忙

本报讯 “二郎河里姊妹
多，你哝我哝来唱歌。歌有长长
一条河，歌有满满一稻箩。”

“二郎河畔好风光，白云朵朵
在天上。庄稼好模样，田野吐芬
芳。精神好又爽，笑声传四方。”

“对面阿妹开车来，驾驶小
车手不歪。公路又宽又平坦，小
康生活向前迈。”

9 月 6 日下午，宿松县二郎
镇，一阵阵歌声飘向集镇的四
方。歌声来自于镇上装修一新
的文化站——这是二郎镇的文
化工作者和民歌爱好者们，将党
史学习教育融入到山歌中进行
宣讲，歌颂乡村振兴战略给农村
带来的新变化。此举受到老百
姓的热烈欢迎。

二郎镇地处安徽、湖北、江
西三省交界，省级非遗“宿松民
歌”在这里拥有深厚的群众基
础。在二郎镇，挎着提篮的村头
妇女、扛着榔头的山乡汉子、赤
足奔跑的农家孩童，人人都会来
几首民歌。

今年以来，二郎镇充分挖掘
本地民歌资源，用接地气的山野
歌声，传递党的好声音，真正使
群众听得懂、做得到、有成效。
该镇共创作了10余首二郎民歌
原创歌曲，有效地推动了党史学
习教育走进基层、走进农村、走
进田间地头，使党的好方针、好
政策家喻户晓，落地生根。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孙雨）

宿松：唱支山歌给党听

歌颂美好新生活

“80后”孙蕾，是一名生在城市、
长在城市的城市白领。自打记事起，她
看到的就是高耸的楼房，宽敞的柏油马
路，和往来骑着自行车的上班族，卫生
间有抽水马桶……正因如此，1992年，
她第一次回到农村老家时看到的一切，
让她印象十分时刻，泥巴墙的平房，茅
草搭起的旱厕，还有那“大风一起土飞
扬”的黄土路……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
做“天壤之别”。

今年9月4日，她和父亲又一次回到
了老家——桐城市龙腾街道新桥村孙庄
村民组，这一次经历让她同样印象深刻。

“到了村口，我和父亲盘算着下车
给大伯买点礼物什么的。我一下车，发
现外面风很大，但街道上依然干净如
洗，没有看到以前那种风卷着塑料袋子
满天飞的情形，至于‘大风一起土飞
扬’的黄土路更是看不到了。条条大路
旁还都种上了绿化带，和城市道路别无
二致。”她说，要没有父亲的指引，她
完全认不出曾让她印象深刻的老家。

从“天壤之别”，到“别无二致”

的，又岂止是环境。
“想想以前的生活条件，我父亲那

一辈确实吃了不少苦。”孙蕾说着。“但
我父亲他们却不觉得。”

她的父亲是孤儿，一直靠生产队集
体供养，冬天送棉袱，夏日送单衫，雨
天送油纸伞……这样的生活条件，虽称
不上优越，但也足以让一名孤儿顺利长
大成人。“我父亲小时候得过一次重
病，住院一个多星期，就凭着公社出具
的一张孤儿证明，院方就免去一切医疗
费和生活费，还派救护车接送……很难
想象，如果没有党和国家给予的这一切
关怀，他的命运又会是怎样。所以，父
亲总是跟我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
们这幸福的家。”

她的大伯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不同
的是，她的大伯留在了农村，一直孤身
一人。

“大伯说，现在过上了以前从没有
想到的好日子。”孙蕾说，对于一个73
岁的“五保”老人，大伯如今所享受的
一切，大都来源于政策带来的福利：困

难人员救助暨困难职工帮扶工程；农村
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许多老人可
能都说不上名字的民生工程，为他构筑
了一座安心养老的安全屋——说起安全
屋，他还有了建于前年的77平方米新
房，这也得益于危房改造等民生工程的
实施以及街道、村集体的补助。“如
今，他每月五保补助金与养老金加一块
有700多元，还有土地流转租金及孔城
供电所帮扶、市民政局临时救济等，每
年有近万元收入。”

“我还看到，大伯享受的发展红
利，其他乡亲们也在不同程度不同方式
的享受着。”孙蕾还说起了，以她这个

“旁观者”的角度所看到家乡新变化。
“过去，农民每日日出而作日落而

歇，顶风冒雨，很多农民都靠种田种地为
生；现在，农村实行土地流转，集中到种
粮大户种田，都是机械化作业。农民和
城里的工人一样，在合作社上班，拿工
资，到60周岁也能领取养老金了。”

“过去，到处是破旧房屋、茅厕、猪
圈、牛栏，脏乱差随处可见；现在，几

乎家家户户都是楼房，村前宅后配置了
大量垃圾桶，家家都喝上了安全饮用
水。大家也特别讲究卫生，我大伯家的
厨房就非常干净，甚至可以说一尘不
染。我有点怀疑，这是不是专门用来看
的，不是日常做饭用的。”

“过去，只有坑坑洼洼的泥土路。现
在，全部是宽阔的水泥路。1992年我回
老家时，全组 23 户只有两三户有自行
车，出行基本靠走。如今各家不是买了
摩托车就是电动车，小汽车也早就不是
什么稀罕物了。表哥表嫂参加就业创业
促进培训后，自己开公司，夫妻俩分别开
着‘大奔’和宝马，让我很是羡慕啊。”

“以前父亲说，等他退休了，一定
要回到家乡。对于这个想法，我总是不
以为然。”孙蕾说。“现在，我自己也是
这么想了。”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孙传银

城市白领喜看家乡新变化

父辈成长的土地再不是旧模样

本报讯 近年来，岳西县巍
岭乡巍岭村立足良好的生态资
源，大力发展中药村等林下经
济，既保护了绿水青山，又帮助
群众增收，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
发展“双赢”。

在该村先包组一处山场，今
年已经60岁的王传旺带领村民
在这里为栽种的中药材除草。这
处山场树木茂密，松树高大挺
拔。而树下依据山势，开垦出层
层叠叠的地块，生长的中药材。

“这里种植的是白芨，白芨喜阴怕
阳，适合在林下种植。”王传旺介
绍，而且这里中药材仿原生态种
植，药效好，价格自然也卖得高。

在另一处种植大棚前，石斛
长势良好，石斛有的生长在树干
上，有的生长在地面上，郁郁葱

葱，甚是喜人。“石斛属名贵中药
材，在大棚种植能更好地掌控温
度。”王传旺介绍。

为引导更多群众加入到中
药材种植中来，巍岭村成立了仙
包中药材合作社，吸引了135户
群众加入。据该合作社负责人
王长焰介绍，目前，全村种植中
药材有2000多亩，品种有白芨、
黄精、重楼、石斛等 10 多个品
种。种植中药材年亩均产值可
达5000元。

“中药材种植是我村的富民
支柱产业，人均近2亩中药材，还
解决了群众就近就业问题，每年
发放劳务工资30多万元。”9月5
日，巍岭村党支部书记王成说。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吴传攀）

岳西：药材飘香 助农增收

怀宁县公岭镇盘活原庆丰初中闲
置资产，通过招商引资引进河北客商
投资 5800 万元兴办泽木行木业有限公
司，专门生产木门、柜子等家具，产
品远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今年 3
月份投产以来，半年时间实现产值
500 多万元，并安排本地 30 多名村民
在企业上班。

通讯员 檀志扬 汪邦李 摄

闲置资产变厂房

本报讯 “这水多清啊！
要不是到城里带孙子，我都舍
不得走了。”9月3日，长期跟
儿子住在城里的桐城市龙眠街
道黄岗村江土庙村民组的村民
李应梅，回家后发现自家门口
的那条引水渠通畅了，水变清
澈了，忍不住蹲下来掬了一捧
水兴奋地说。

李应梅所说的这条引水渠
是解放初期由村民自主开挖，
在当时属于“大工程”，有3里
路长、1米宽，自江土庙村民组
开始，沿途六个村庄都从该渠
引水灌溉庄稼，水质也非常
好。早些年的时候，村民干活
口渴了就从渠里舀水喝，后来
因为城镇化发展，这条沟渠功
能丧失就荒废了。今年 6 月中

旬，有村民向村民组长程国山
反映，说引水渠所连接的池塘
水质不行，已成一塘死水。

疏通水渠需要资金，程国
山于是挨家挨户上门动员。经
与村民协商，共筹得15000余元
资金。6月下旬，引水渠清淤疏
通工作正式开始。村民们分成
两个小组，一组利用锄头、铁锹
等工具将沟渠里的淤泥挖松铲
出；另一组则清除门口塘里的杂
草。由于引水渠被淤泥阻塞了
7、8处，需要重新埋管子、修建凹
坝，有些踩平的地方还要再次升
高，该项工作前前后后花了一个
月时间，到7月下旬，引水渠疏通
工作正式结束。

（全 媒 体 记 者 何 飞
通讯员 汪向军）

桐城：村民自发疏通引水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