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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本报讯 春耕时节，桐城市紧盯种子、
化肥、农药、饲料等重点品种，以农资生产
经营大户为重点，狠抓源头治理，强化全链
条、全流程监管。

为确保农民买到放心农资，该市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打击假劣农资专项行
动，重点打击制售假劣农资行为。对农资生
产企业，重点检查证照是否齐全、生产管理
是否规范、产品质量是否合格等，达不到要
求的限期整改，整改不达标责令停业整顿。
对农资经营门店，开展实地巡查检查、监督
抽检，全面核查经营行为是否合规，是否落
实进货查验、定点经营、溯源管理等制度，
对发现疑似高风险及不合格农兽药，及时抽
样复检，第一时间查处。

目前，抽检水稻、玉米等农作物种子样
品32批次、化肥11批次，检查各类农资生产
经营主体165户次，从经营环节倒查生产企业
24家次，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19个。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齐传俊）

桐城：严打假劣农资
护航春耕生产

本报讯 今年以来，望江县雷池乡结合高
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推进“小田并大田”，发展
现代农业。

所谓“小田并大田”，就是加快推进土地流
转，将农户分散的小田块整合成集中连片的土
地，形成规模效应，提高机械化作业率。雷港
村种植大户张田田说：“小田变大田，田块连在
一起，机械作业更方便了。今年，我准备扩大
早中稻种植面积。”张田田流转了近1000亩土
地，规模种植水稻和小麦。

“以前，我们村田块比较分散，机械作业率
低，村民人工播种效率低下，而且田道之间十
分狭窄，村民种植的积极性不高。”说到“小田
并大田”之前的情况，雷池村党总支书记朱根
生说道。他表示，此次推进“小田并大田”，能
有效整合村里土地9200余亩，减少田埂数量，
增加农户收入，机械化作业率将大幅提高。

目前，雷池乡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和其他土
地治理项目涉及七个村，耕地面积达3.6万亩。

“小田并大田”后，农机作业率将提高至98%。
（全媒体记者 唐飞 通讯员 储可慧）

雷池乡：“小田变大田”
宜耕又增收

本报讯 皖河农场强化科技应用，防治小
麦病虫害，确保今年小麦稳产增收。

4月21日，皖河农场公司农业技术推广站
百亩统一经营田里，两台大型自走式喷杆喷雾
机正在同时给小麦喷洒农药。一台大型自走式
喷杆喷雾机一天能喷洒400亩，省时高效。“以
前人工喷洒一天最多30亩，现在机械作业效率
提升了10倍以上，而且喷洒均匀，节省时间。”皖
河农场公司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人陈铜陵说。

在麦田的另一端，装载农药的植保无人机
在技术人员的操控下，沿着麦田来回飞行，喷出
的雾状药剂均匀地洒在麦田里。“植保飞防有高
效、精准、安全的特点，是植保机械化的有效补
充。”农业技术推广站负责人程大强说。目前，
皖河农场1.1万亩小麦“一喷三防”第二遍防治已
经进入收尾阶段，月底前完成两遍全覆盖任务。

为将“一喷三防”落细落实，皖河农场公司
压实防控责任，实行网格化管理，将防治措施
落实到户到田。

（通讯员 徐丽燕 全媒体记者 付玉）

皖河农场：强化科技应用
防治小麦病虫害

他们立足平凡岗位，用爱岗
敬业诠释责任与担当；他们立足
本职工作，创先争优，建功立业。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记者走
近几位省、市职工职业道德建设
标兵，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感
受榜样的力量。

程震龙：安全生产的守护者

一大早，穿着蓝色工作服的
工人们就陆续进入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化工一
部厂区，奔赴各自岗位。其中，一
位头戴红色安全帽的工人名叫程
震龙，是化工一部空分装置集中
供热岗位主操，他的主要职责是
负责厂区机械设备、管线的日常
巡查以及通过主控室对部分设备
进行实时监控。

与程震龙见面后，记者穿戴
好安全装备，跟随他徒步走向化
工生产区。在一个大型设备处，
程震龙躬着身，仔细查看仪表上
各个参数是否正常。记者站在旁
边，不一会儿，因设备产生的热量
大，全身不停地出汗。

在确认设备运行正常后，程
震龙又赶到下一个巡查点。由于
路线长，设备多，范围广，整个巡
查过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每天
重复这样的工作，不觉得枯燥
吗？”记者问。“会有些枯燥，已经
习惯了。”程震龙擦了擦汗说，化
工生产任何一个环节发生差错，
都可能产生连锁反应，进而导致
灾难性后果，“对我们来说，每一
次巡查都要当作‘第一次’，不能
有一丝马虎懈怠。”

程震龙回忆，2015年 10月 22
日上午8时，他在巡查过程中发现
管道下方有一摊水迹。当时已经
多日无雨，地面的水迹是哪里来
的？程震龙很纳闷，于是他爬上6
米多高的管廊仔细排查，仍然没
有发现泄漏点。程震龙没有放
弃，对管架上铺设的几十条管线
一一仔细寻查，最终发现高压蒸
汽管线保温皮外，挂有几滴水

珠。经现场仔细检查，最终确认
这条管线在环焊缝处有一条近
230毫米长的裂纹，蒸汽就是从裂
纹处泄漏出来冷凝成水的。“如果
该泄露点没有及时发现，一旦裂
纹穿透断裂，巨大的冲击力将造
成整个管架移位变形、多条高危
管线被拉裂等重大事故，进而引
发停炉停工事件。”谈起几年前的
那次巡查，程震龙仍记忆犹新。

在后来的1年多时间里，程震
龙又发现两起大的安全隐患并及
时排除。工作20多年以来，他负责
的设备没有发生一起安全生产事
故。他的工作得到组织上和群众
的高度肯定，日前，程震龙获得“省
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称号。

黄庆：高速公路安全卫士

“我的爸爸很好，但是他‘爱说
谎’。他说，大人和小朋友都要按时
吃饭；不按时睡觉就会被大灰狼抓

走……但因为工作，他却常常不按
时吃饭，不按时睡觉。”前不久，一名
小学生的作文在朋友圈传开了，
作文的题目是《爱说谎的爸爸》。

这是一位什么样的爸爸，他为
什么“爱说谎”呢？这位爸爸名叫
黄庆，是合安高速的一名路产员。

4月25日，记者在安庆收费站
见到黄庆时，他刚刚从高速公路
上巡查一百多公里回来。“我们每
天都要上路巡查，查看护拦、防眩
板、隔离栅等交通安全设施的状
况，当看到路面有抛撒物品、轮胎
皮等障碍物时，就及时下车清理，
消除事故隐患。”黄庆介绍，路产
员是“多面手”，除了日常巡查外，
还要会养护、懂救援。

今年 2 月 7 日凌晨的一场暴
雪，导致合安高速怀宁县金拱段
一上坡弯道处积雪达60厘米，现
场十几辆汽车陷入积雪中，无法
前行。由于铲雪车一时无法驶达
该路段，凌晨5点，黄庆和几名同

事徒步来到现场，用铁锹铲雪，帮
忙推车。经过几个小时奋战，这
一路段才完全疏通，虽然是寒冷
冬天，但此时黄庆的衣服鞋子早
已被汗水浸湿。

在日常的公路巡查中，黄庆
忠于职守，尽职尽责。近日，黄庆
在巡查中，发现一处路边护栏被
撞坏，然而现场并没有看见事故
车辆。凭着多年工作经验，黄庆
第一时间初步断定属于肇事逃
逸，于是他和同事立刻对现场进
行详细勘察，寻找线索。通过走
访路边的村庄、服务区修理厂以
及查看周边监控录像，终于锁定
了肇事时间以及事故车辆，并最
终将该肇事逃逸车辆“缉拿归
案”，成功追回路损两万多元。

在日常巡查工作中，黄庆用心
用脑，仔细揣摩，练就了一些“本
领”。如今，他只需要观察高速公
路两边树木或参照物就能清楚地
说出现场的桩号，对每个路段的状

况了然于胸。今年，黄庆获得了
“市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称号。

杨斌：守护电网的“螺丝钉”

3月8日，我市启动区域核酸
检测。当天晚上，安庆供电公司
菱湖供电服务中心配网技术专责
杨斌和同事们一起，奔赴各核酸
采样点，做好电力保障工作。这
是杨斌自2020年援鄂抗疫后，再
一次投入抗疫一线。多年来，杨
斌立足岗位作奉献，多次被评为
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和优秀共
产党员，今年，荣获“市职工职业
道德建设标兵”称号。

杨斌在供电公司抢修班工作
10年，24小时受理95598用户故障
报修工单。2020年 1月 22日晚，
大观区市府小区电路故障导致多
户停电。接到电话后，杨斌赶到
现场，冒雨排查故障点，和同事们
一起连夜抢修。故障排除后，小
区恢复供电已是 1月 23日凌晨4
时30分。回到家中的他，脱去湿
透的衣服，仅仅睡了两个小时，就
又去公司上班。当天下午4时许，
杨斌接到用户报修电话，反映菱
湖北路一供电电杆上冒火，他再
次冒雨和同事一起对该区域线路
进行巡查，及时将故障排除。

其实，在抢修班的十年里，杨斌
连续工作20多个小时是很平常的
事。以至于他的妻子常常在家调侃
说，“你有一个技能，就是一坐在沙
发上就能秒睡，但是手机电话一响
你又精神十足，大声地谈工作。”

2020 年 2 月 18 日，国家电网
公司组建援鄂供电保障队，杨斌
主动报名参加。在湖北的 32 天
里，他和同事们克服困难，累计为
孝感市云梦县一家医院提供连续
可靠的供电保障720小时。

去年，因工作需要，杨斌调任
菱湖供电服务中心配网技术专
责。他说“我愿继续做一颗‘螺丝
钉’，为做好电力保障工作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
全媒体记者 唐飞 通讯员 江琳

创先争优 建功立业

在平凡岗位上诠释责任与担当

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程震龙在巡查工厂设备运行状况。 全媒体记者 唐飞 摄

本报讯 位于宿松县洲头乡小
瓜村的优质小麦种植基地里，1.2万
亩小麦一片翠绿。昔日土丘、低坡、
荒地，如今麦浪翻滚。

近年来，宿松县洲头乡加大耕
地保护力度，坚持耕地数量、质量、
生态“三位一体”综合管护，确保全
乡耕地总量不少、质量提升。

洲头乡自然资源管理所所长蔡
海英介绍，日常工作中，该乡坚持部
门专业巡查与属地村日常巡查相结

合，把乱圈、滥占耕地的违法建设和
擅自改变耕地用途等违法违规用地
行为作为重点巡查对象，通过常态化
巡查，实现对全乡农业用地的“全方
位”监管。对新增违法建设坚持“早
发现、早介入、早控制”，从严整治不
打折扣。2021年，通过日常管控，及
时发现并拆除1处在永久基本农田
上建设的猪圈、2处占用耕地搭建的
光伏板，制止了2处耕地“非粮化”行
为。同时，通过深入实施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项目和开发复垦项目，新
增耕地2318亩，为加快推进耕地集
约化、规模化经营工作创造条件。

洲头乡在加强对耕地保护的同
时，还不断提升耕地质量，鼓励农户
增施有机肥，培肥地力，提高农作物
产量和品质。

洲头乡党委书记汪勇说：“耕
地是宝贵的资源，保护耕地关乎农
业产业发展。只有把耕地保护好
了，才能为耕地实现集约化、规模

化经营创造条件，这也是我们通过
加强耕地保护，壮大农业产业，助
力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举措。”

“实行耕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
是发展所需，不仅能使先进的农业机
械发挥作用，提高耕地生产效率，还
有利于农作物病虫害的统防统治，减
少农药使用成本，降低农药使用量。”
洲头乡农技站副站长高志祥说。

目前，洲头乡共流转耕地66858
亩，耕地流转率为95%。在推进耕地

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同时，该乡按
照“一村一品”的发展思路，各村因地
制宜发展小麦、水稻、食用菌、水果、
蔬菜、大豆、花卉苗木等种植业。全
乡已创建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园3个，培育种植大户、家
庭农场、合作社共225个，兴建优质
小麦、稻虾共作、热带水果等特色农
业种植基地17个。2021年，全乡农
业实现总产值5.5亿元。

（通讯员 孙春旺 周美平）

提高耕地质量 发展现代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