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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虽然已经初冬，但
是收获的喜悦仍在持续着——
这不，桐城市吕亭镇洪桥村蜜蜂
养殖脱贫户项桂生就迎来了“甜
蜜”的收成。“蜂蜜这一项，预计
今年能挣个2万多元。”

“每天看着蜂箱里一天天多
起来的蜜，一家人的生活也越过
越甜！”11月14日一大早，项桂生
又一次轻轻打开蜂箱逐一查看，
眉宇之间透出丰收的喜悦。“主
要还得感谢镇村干部们的引导
和支持，不然也没想过蜜蜂养殖
这一行当，现在我已经养了30多
箱，村里茶树开花多，花粉充足，
来年我们还想再扩大些规模，争
取获得更多收入。”

近年来，洪桥村致力于因地
制宜地开展当地特色优势产业

培育工作，养蜂业就是其中之
一。该村域内林地众多、茶树种
植较多，达到了蜜蜂养殖所需的
蜜源丰富、气候适宜、水源充足
等要求，村两委积极引导当地群
众尤其是脱贫户发展养蜂业。
为此，该村特意聘请当地蜜蜂育
种专家向有意向的脱贫户详细讲
解蜂箱选择、蜂巢建设、采蜜操
作、养殖成本等知识，并在养殖过
程中提供相应的技术指导，真真
切切让当地更多群众看到“甜蜜
事业”，走上致富的“甜蜜之路”。

截至今年11月，该村已成功
发展蜜蜂养殖户两户，养殖蜂群
近80箱，预计可为养殖户家庭再
增收5万多元，示范效应显著。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
员 方圆圆）

桐城：小蜜蜂传播“甜蜜”致富经

“中华鲟，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
鲟形态威猛，个体硕大，寿命较长，最长
命者可达 40 岁，是淡水鱼类中个体最
大、寿命最长的鱼……”一块块蓝色的展
示牌上，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一个个长江
水生动物的品种名称、保护级别以及生
活习性、分布范围等。

这里是宿松县洲头乡长江水生动物
保护科普基地，基地落在该乡泗洲村。
在进入泗洲村的红枫大道上，远远就能
看到一块块蓝色的展示牌整齐地排列在
同马大提下。科普基地与当地的一家水
产养殖基地相邻，沿湖建设了休憩长
廊。24块展示牌沿着一条水泥路绵延
400米，展示牌上记录着21种长江特有
及与当地水域相关的珍稀水生动物。

科普基地从今年6月开始建设，10
月中下旬建成开放以来，生动形象的图
片和详细专业的科普解读，吸引了众多
村民和青少年学生前来参观学习。当地
的中小学定期来此开展科普活动，泗洲
村还专门配备了讲解员，为参观学习人
员做专业讲解。

“洲头乡长江水生动物保护科普基地
的成立，给我们学校的科普教育和社会实
践活动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可以让
学生们从课本走向生活，丰富孩子们的课
余知识，提升他们的学习兴趣。今后我们
会充分利用这一宝贵资源，做好学生的科
普教育。”洲头中学团委书记余超说。

近年来，洲头乡依托优越的地理位
置和蓬勃发展的现代农业，充分挖掘当

地自然生态资源、历史文化资源，稳步推
进“一核三线”生态旅游观光带建设，不
断加强景点与周边配套休闲农业联动，
大力发展休闲采摘、观光体验、特色民宿
等一体化特色休闲旅游业，持续推进产
业融合发展。

洲头乡党委、政府始终将发展摆在
首要位置，为科学有效利用当地各种资
源，促进旅游业发展，该乡党政主要负责
人多次外出考察学习并邀请专家进行实
地调研指导，为洲头乡打造全域旅游出
谋划策。

长江水生动物保护科普基地以及规
划中的生态湿地、特色果蔬等科普基地，
都是今年5月洲头乡党代会提出的建设项
目。该乡结合地域特征及产业特点，合理

布局科普基地，促进“科普+观光旅游”模
式效益最大化，泗洲村正是该乡距离长江
最近且以水产养殖为主打产业的村。

作为“科普+观光旅游”模式的首次
尝试，长江水生动物保护科普基地通过
科普教育的形式，实现了保护与发展的
有机结合，为今后建设生态湿地、特色果
蔬等科普基地提供了宝贵经验。

“长江水生动物保护科普基地的建
成，既是我乡贯彻落实长江‘十年禁渔’
的重要举措，也是乡党代会提出的产业
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今后我们将继续
坚持发挥党建的引领作用，广泛凝聚发
展合力，助推旅游经济的发展，推动乡村
振兴。”洲头乡党委书记汪勇说道。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祝吉敏

洲头乡：试水长江“科普观光游”

本报讯 望江县鸦滩镇坚持
发挥“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的
作用，将财政资金分配和使用管
理与乡村振兴建设紧密结合，增
加基础设施投入，大力改善人居
环境，不断提升群众参与感、获
得感、幸福感，使“一事一议”等
财政资金发挥出最大效益，助力
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今年，鸦滩镇申报实施“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共8个，财

政奖补资金194.6万元，村民筹资
0.61万元，惠及7个行政村，其中
贫困村3个。项目涉及道路建设、
路灯亮化、小型水利、环卫设施
等多个领域，目前有3个项目已
完工。项目建成后，镇内基础设
施将得到进一步完善，不仅改善
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也为助
力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
讯员 曹妍）

望江：
“一事一议”为民 一点一滴惠民

本报讯 连日来，群众在怀
宁县马庙镇一些超市和商店购
买商品时，都会接到老板赠送的
一张彩色小卡片。“小卡片不是
推销商品的小广告，是宣传森林
防火‘五禁止’和法律知识的宣
传单。”枫林社区一家超市的胡
老板向顾客解释。

据马庙镇安办主任余龙介
绍，近日该镇举办烟花炮竹（零
售）经营户安全培训暨换（发）证
工作部署会，考虑到这些经营户
平时都是销售烟花炮竹等相关
商品，广大消费者都会直接从他
们那里购买，于是在会前印刷了

森林防火“五禁止”宣传单2100
张，交由他们带回去传发。

“让这些经营户带回去发放
森林防火宣传单，一是全镇有经
营者将近60户，分布在全镇的主
要集镇区和中心村庄，辐射面广；
二是经营者与消费者平时就互有
沟通，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接
触比我们要多、距离比我们要近；
三是让经营者给广大消费者和群
众一个善意的提醒，法律就在我
们身边，用火事小，违法事大，不
要因为疏忽而触犯法律。”马庙镇
纪委书记汪千胜深有感触地说。

（通讯员 檀志扬 胡笛）

怀宁：防火小卡片 安全大作用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群众供电
需求，提升城区老旧小区供电可
靠性，国网安庆供电公司集贤供
电服务中心发扬“我为群众办实
事”的精神，深入了解用户实际需
求，完善供电方案，持续对老旧小
区开展配网升级改造工作。

11月8日，回祥小区双电源改
造并成功送电，据悉，回祥小区位于
安庆市宜秀区，建设时间较早，小
区配套供电设施较为落后，且单一
电源的供电方式带来了可靠性不
足的隐患。通过前期对小区现场
的细致勘察，集贤中心制订出详实
的双电源改造方案，确保回祥小区
在某一电源断电后第二路电源不会
同时断电，极大地提升了小区的供

电质量，为回祥小区用户“用好电”
的需求竖起了坚实的护盾。

为了将改造工程对用户的影
响降至最低，国网安庆供电公司
集贤中心秉持了“能转必转、能带
必带、一停多用”的原则，最大程
度降低了改造工程期间的停电时
户数。今后，集贤中心将继续努
力，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
旨，以践行初心保障群众供电需
求，定不负使命助力城区配网可
靠运行。 （徐犇）

保障小区供电需求
11月 7日下午，国网安庆供电公司

输电运检中心响应迅速，及时处理了一
起由寒潮大风天气导致的大棚漂浮外破
隐患事件。

当天中午 12时 49分，输电运检中
心工作人员在开展异物隐患排查巡视
中，发现坐落于桐城市黄岗村的220千
伏文桐4C74线36-37号杆塔附近火龙果
种植大棚出现大面积破损和散落，现场
阵风七级以上，对周边 220 千伏文桐
4C74线、110千伏桐平492线以及110千
伏会平 492 线等线路造成很大安全隐
患。为防止塑料薄膜被吹落到高压线
上，造成线路异物短路跳闸事件。输电
运检中心立即将有关情况上报市公司，
安排工作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到达现场
后，工作人员与大棚种植户主取得联

系，征得其同意后，冒着寒风和降雨的
恶劣天气，迅速清除了残留在大棚与散
落在地上的塑料薄膜，并对大棚骨架进
行加固，最终确认安全后，才离开现
场。此次大棚外破隐患的解决，既消除
了线路安全隐患，确保电网平稳运行，
同时也检验了中心对于恶劣天气下应急
事件的协调处理能力。

为有效应对冬季寒潮天气对输电线
路安全平稳运行的不利影响，国网安庆
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制定恶劣天气应急响应预案，积极应
对，提前部署，全力落实各项组织和技术
措施。同时增派值班人员，做好后勤物
资保障，加强对线路的隐患排查巡视工
作，做到缺陷隐患早排查、早发现、早处
理，确保线路安全迎峰度冬。（彭标）

及时消除受损大棚外破隐患

11月10日，安庆博物馆讲解员在迎江
区一小学为孩子们上红色教育课。

当天下午，安庆博物馆党史主题“红
色课堂”走进迎江区小学。讲解员结合安
庆地方党史以“红色记忆”系列视频，精彩
的课件等方式，激励同学们努力学习，报
效祖国。

全媒体记者 路欣
通讯员 杨柯 摄

“红色课堂”

进校园

简洁大方的衣着、淡淡的妆容、走起路来姿态挺拔，望江县长岭镇文学村村民范菊花看上去比实际年

龄要年轻得多。在她看来，这些可喜的变化都是自己长年累月坚持跳舞和训练柔力球带来的。作为一名

省级乡村文化带头人，范菊花不仅坚持着自己的爱好，还带着越来越多的村民参与到文化活动中来。

范菊花的家很特别，一幢三层楼房
是一家人的起居空间，紧挨着它的一幢
楼房一楼大厅空空如也，只有前后两面
巨大的落地镜。这幢楼房是2020年范
菊花和丈夫虞松杰盖的，为的就是在下
雨天村民们能有一个跳舞的地方。

“这个厅有50多个平方，可以容纳
20多个人跳舞，多了可能有点挤。”据范
菊花介绍，仅建造这栋楼她和丈夫便投
入了四五十万元。范菊花说，做这些完
全出于爱好和自愿：“天气好的时候，
我们就在村里的文化大舞台上跳舞，年
龄最大的有70多岁，下雨天就到我这
里来，完全是免费的。我喜欢跳舞，提
到跳舞就很开心，要说什么大道理我也
说不来，大家一起跳舞就很开心，我自
己的变化也特别大，身体变好了不说，
气质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尽管是一件公益的事，范菊花做的

却并不含糊：在活动室的角落里放着一
个箱子，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矿泉水，

“跳舞时间比较长，他们渴了就直接拿着
喝很方便的。”天气逐渐转凉，范菊花也
想到了前面：“我在网上买了一个饮水
机，冬天来了喝冷的矿泉水会不舒服，用
饮水机的话热水随时都有。”在这个活动
室的后面是一间十来个平方的屋子，范
菊花说村民组的理事会便在这里召开，

“专门为理事会设一个开会的房间，让他
们有固定的地点，也不用每次开会四处
借用房屋。”在二楼，范菊花将最大的一
个房间设置成了KTV，“他们跳舞跳累了
就上来唱唱歌。”

范菊花说不论是自己还是村民们变
化都是很大的。“2009年以前，我在家务
农，对于一些文化活动接触得少，参与得
更少，精神追求、自我提升意识都没有觉
醒。2009年开始，我到县城陪读，闲暇

之余去广场就发现跳广场舞的人很多，
慢慢地我也跟在后面学。”范菊花说，也
是从那时候起，她开始接触到柔力球。
2011年范菊花陪读完回到文学村，“一开
始加上我自己只有三四个人天天在一起
坚持跳广场舞，后来慢慢地越来越多的
村民参与进来了，小到几岁的小朋友，
大到70岁的老人都跟着一起跳，现在
基本上每天一个屋场有三四十人一起跳
广场舞。”范菊花说，越老越多的村民
参与进来也得益于文学村基础设施的逐
步提升。“以前舞台没有多大容纳不了
多少人，后来进行了改造，舞台特别
大，大家也爱往这里来。”

范菊花说，做这些事，她得到了丈夫
虞松杰的大力支持。“他是一名木匠，以前
自己在外面接活干，后来开始承包一些小
工程，生活反正过得去。包括建活动室，
他都特别支持我。”范菊花回忆，有一次文

学村举办一个舞蹈比赛，周围20多支舞蹈
队近300人到这里参赛，矿泉水等物资也
需要一些费用，“我丈夫就说这个钱别让
村里出了，我们来赞助吧！”范菊花说，丈
夫的支持让自己没有了后顾之忧。

她不仅是舞蹈队的队员，也是长岭镇
柔力球队的队员。“长岭镇的柔力球队实
力很强的。”11月8日，范菊花在活动室对
着镜子正在练习柔力球的表演动作：“明
天就要去比赛了，我们晚上都要去训练。
这个柔力球练起来很讲究技术。比赛过
程中讲究的是稳，虽然球和球拍是分开
的，你在做一些高难度动作之后，用球拍
稳稳地接住球不掉下来就成功了。”
全媒体记者 付玉 通讯员 刘宏婷

范菊花：文化带头人的乡土文化梦

本报讯 9月以来，宿松县
高岭乡以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
展为引领，持续增加优质农产品
供给，扎实推进耕地轮作工作。

高岭乡将保护自然环境和保
障农民经济利益相结合，根据县
下达的该乡3000亩任务，主要进
行稻油轮作，开发冬闲田扩种油
菜。确定实施轮作休耕制度的耕
地的具体面积，选取轮作的作物
品种，设计休耕的时限，最终制
定出符合国家和农民利益的合
理方案。在充分尊重和保护农
户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明
确相关权利、责任和义务的基础

上，与承担轮作任务的农户或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签订轮作协议，
注明落实具体田块面积。对承担
轮作工作的实际种植者给予不低
于115元/亩的现金补助。

该乡组织相关农业技术人员
深入生产一线，对承担轮作任务
的农户加强生产指导，帮助尽快
掌握技术要领，搞好机具改装配
套，落实替代作物种子，满足轮作
工作需要。在油菜生产关键期，
及时开展生产技术培训、现场指
导服务，以此增加农民的农业知
识，提高农民的专业技术。

（通讯员 朱云飞）

宿松：扎实做好耕地轮作工作

11月14日上午，在桐城市青草镇永庆村，志愿者正在村民广场绿
化带里锄草挖渠。近年来，青草镇22个村（居）同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行动，通过改厕、清沟、筹资筹劳等多种方式进行整治，村（居）面
貌得到极大改善，截至目前，全镇己建成美丽乡村中心村17个。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俞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