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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受持续高温无雨天气影响，旱
情严重，但是我种植的水稻却没有断过
水。”8月25日上午，望江县鸦滩镇码头
村洪岭组种植大户何平伢望着自己种植
的600多亩的翠绿水稻，激动地说，“今
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当日上午，记者来到洪岭组田间地
头，清澈的水正顺着渠道流入每一块稻
田。忆往事，何平伢愁容满面。“早些年，
每逢旱情，我承包这片田地处丘岗区，遇
旱就受灾，成了咱们百姓‘嫌弃田’。”然
他承包了这片田地，种植水稻，但遇旱
情，只能挑着水泵、水管和电线，到处找
水。“期间常有三难。”何平伢说，一难是
搭火难。由于承包的田距离家远，只能到
田地附近乡亲家“借电”搭火；二难是支
渠和田边小沟杂草丛生，淤泥堆积，沟渠
遭遇“肠梗阻”；三难要将支渠水抽到田
边小沟里，再从小沟里将水抽到田里，代
价大，很辛苦。

何平伢说，去年鸦滩镇申报建设高
标准农田改造，彻底改变了这一窘境，
现在有了政府修建的提灌站、U型水槽
等水利设施，农田不怕没水了，群众口
中的“嫌弃田”再也不怕大旱了，摇身一
变成了“香饽田”。“人们争着承包，但我
没有让，继续承包。”何平伢说，今年旱
情虽然严重，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只要
田里缺水，他只需轻按电源，源源不断
的清水就可从提灌站，抽到涵管，再从
田边U型水槽，流进稻田。“只需要交点
电费，即省心又省力。”

“天干这么长时间，说实话这个庄
稼长势还特别好。”当日，种粮大户戴
结春激动地说，去年，高标准农田项
目建设为这片农田加固维修并疏通了
灌溉渠道，实现了顺畅灌溉。“我承包
的这片高标准农田里的庄稼之所以没
受持续干旱影响，正是灌溉设施发挥了
重要作用。”

“我们这里不怕大旱。”说起今年大旱，
码头村党总支副书记陈胜学激动地说，多
年来，码头村通过申请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不仅对1万多亩农田进行了升级改造，
还对堵塞的杨枝支渠、郭家湾支渠和樟岭
支渠进行了清挖，加固护坡，保障河渠水系
连通，提高了田地抗旱能力。“今年我们村
水稻种植没有因旱情而减产。”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实施“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的国家战略，是补齐农业基础
设施短板的重要抓手。建提灌站、疏通沟
渠、U型水槽……一项项灌溉工程，在望
江县鸦滩镇诸多行政村陆续建成，改变
农田靠天吃饭的状况。“鸦滩镇多个行政
村处于丘岗区，遇到旱情便受灾，当地农
户深受其扰。”

鸦滩镇副镇长徐运良说，多年来，鸦
滩镇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建设3万多
亩高标准农田。如今田成方、路成行、渠
成网的农田让旱能灌、涝能排的美好愿

景变成了现实。
群众抗旱是大事，未雨绸缪是关键。

徐运良说，鸦滩镇在应对灾情，保障粮食
生产的措施上，除了大力建设高标准农
田，还在申报2022年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项目时就积极谋划，安排小型节水灌溉项
目15个，总计投入资金548万元。包含建
设内容有干渠、支渠清淤整治，新建及改
建提灌站等。同时通过外联内修，积极与
太湖花灌区联系，争取加大北干渠流量，
从源头上多引水，保障下游村有水源进行
灌溉。“7月份以来，鸦滩镇干部群众立足
抗大旱、抗久旱工作准备，组织各村对抗
旱沟渠进行清淤疏浚，对抗旱泵站进行检
修和维护。7—8月份投入大、小挖机103台
次近900小时，人工近2000人次，清淤灌
溉支、毛、斗渠近120km，投入资金近210
万元，确保全年粮食稳产增产。”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周梦颖

3万亩高标准农田筑牢“丰产米仓”

8月27日上午，位于长江流域的宿
松县洲头乡泗洲村段水域，架设在铁船
上的两台抽水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声，两
根比水桶还要粗的塑料水管从抽水机口
一直延伸到120余米远的永天圩提水站
里；源源不断的江水，通过塑料水管流
入提水站下面的沟渠；然后通过一台台
小水泵，引入一块块稻田。

“你们看，江心的河床都露出来
了，我们这里的抗旱压力比较大。”自
7月份以来，泗洲村党总支书记汤彦坚
持每天奋战在长江边，组织群众做好抽
水抗旱工作。汤彦介绍，从7月18日开
始，种植在永天圩内的5500亩水稻就
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情，也就是从这天
起，泗洲村迅速启动长江提水站抽水设
备，带领全村党员、村民小组长奋战在
抗旱最前沿，开展抗旱保收工作。随着
天气的持续高温，旱情进一步严重，几

乎每隔两天，村里都要组织十几名村民
将铁船下移到水位较深的地方，以便抽

水机取水，同时加接一段塑料水管，每
一段的塑料水管都有6米长，重达200

斤左右。8月27日，长江水位已下降到
10.6米，从长江延伸到永天圩上面的塑
料水管已加长到120余米。期间，参与
抗旱工作的村“两委”干部、党员和群
众日夜吃住在江边，及时处置抽水机、
塑料水管等抗旱机械设施在运行过程中
出现的各种故障，确保抽水工作24小
时运行。

“看到稻叶越来越绿了，扬花的稻
穗越来越多了，我就觉得自己一个多
月来的辛苦没有白费。”年近七旬的黄
柏生老人，从 7 月 18 日以来一直坚守
在长江边，水位下降到哪里，他和工
友就及时将铁船下移到哪里。黄柏生
老人说，由于抗旱及时，特别是每天
24小时不间断抽水，永天圩内生长的
5500亩水稻都及时“止渴”了，长势
良好。

通讯员 孙春旺 周美平

洲头乡：

干群日夜抗旱 千亩水稻“止渴”

本报讯 8 月 27 日，在岳
西县主簿镇大歇村，村民储青
芳早早就来到了村里的“歇
庄”民宿，开始备菜为游客准
备午餐。“像我一样在村公司上
班的有100多名村民，每人每月
工资近3000元。”储青芳所在的
村公司是由盛世天源公司与大
歇村联合创办的。村企合作，
让村民们尝到了“甜头”。

自“万企兴万村”行动开
展以来，主簿镇发挥自身优
势，狠抓项目落地。目前，全
镇村企合作项目3个，开展帮扶
活动16场次，落实帮扶资金234
万元，解决就业140余人。

茭白、猕猴桃、高山茶、
中药材加工产业是主簿镇大力
推进的四大传统产业。去年，
该镇有结对任务的3个村首先全
面排查自有资源，掌握耕地、
水面、荒山、厂房等“家底”
情况，结合帮扶企业的特点，
围绕特色产业，谋求村企联

建，精准发力。
主簿村利用荒坡、撂荒地

与岳兰药业合作建设中药材种
植基地，今年新增种植西洋参
1800亩，霍山米斛20000株，菠
萝葵和石见穿100亩。打造中药
材加工产业园，进一步做大做
强药材加工产业。大歇村利用
自身旅游资源与盛世天源开展
旅游景区共建，发展高端清凉
民宿和开展国防小镇建设。南
田村利用广袤山场发展西洋
参、石斛等立体特色种植，经
杭州商会引荐诸岳农林公司计
划发展香榧5000亩，完成招商
引资任务3亿元。

“主簿镇将通过村企联建项
目，让企业获得更广的发展空
间，让村集体经济发展获得更
宽的增收渠道，让农民群众得
到更多的实惠。”主簿镇镇长余
明高表示。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
讯员 储建波）

岳西：村企合作助力共富

本报讯 “请问您从哪里
来？请扫行程码。”8月23日，随
着汽车缓缓驶出望江北高速出
口，映入眼帘的是顶着烈日在高
速出口值守的疫情防控志愿者，
他们举着卡牌，让来望江人员进
行扫码核验。

“站好岗、尽好责，这是我们
党员干部的职责和使命所在，当
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参与
疫情防控责无旁贷，我们工作严
一分、紧一分，人民群众的安全
保障就能多一分。”在望江北高
速出口值班值守的59岁政协老
党员徐庆生同志说。

今年以来，望江县为严格做
好“外防输入”工作，各高速出口
从3月份开始安排疫情防控志愿
人员值班值守，引导来该县人员
进行扫码查验。为全力参与支持
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望江县政

协组织机关工作人员成立了一
支志愿者队伍，这支队伍平均年
龄 54 岁，由县政协机关 15 名工
作人员组成。这是望江政协落实

“一改两为”、服务中心工作的一
个缩影。

今年以来，企业受疫情等因
素影响，生产经营面临困扰与冲
击。为帮助企业纾困，望江县政
协领导班子成员分赴各类企业，
现场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一
边收集问题帮助协调解决，一边
鼓励企业提振信心共克时艰。

望江县政协还立足自身实
际，关心关注委员企业发展，成
立6个工作组，通过上门走访、召
开座谈会议、电话沟通等各种形
式，常态化联系56家委员企业，
及时了解委员企业生产经营情
况，帮助协调解决困难。

（通讯员 商文芳）

望江：“一改两为”我争先

本 报 讯 阡 陌 纵 横 的 农
田，环境整洁的村居，碧波荡
漾的池塘……8 月 27 日，桐城
市龙腾街道向前村的加书家庭
农场，正是一片绿色的海洋。

“我的 3 亩薄地租给了农
场，每年不仅能拿900元土地租
金，还能在农场打工，每天也
挣得到100元。”说起土地流转
带来的实惠，在这里工作的60
岁的脱贫户鲍官执说。

该农场的负责人是今年55
岁的本地人梅加书。前些年，
因村里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
他常常看到有成片的田块闲
置，感觉很可惜，便把别人闲
置的农田流转过来种粮。

“ 我 就 是 看 不 得 地 里 长
草。”梅加书在 2018 年从流转
200亩起步创立家庭农场，此后
逐年扩大面积，发展到现在，
已经流转550余亩。家庭农场主
要从事水稻—油菜两季轮作，

同时，为当地村民就近务工提
供了更多的岗位。

在龙腾街道，“看不得地里
长草”的不只是向前村的梅加
书，蒋山村就通过申请土地增
减挂项目，将一片长满杂草的
荒废窑基地复垦成耕地，硬是
垦出47亩耕地来。如今，这片
耕地以每年每亩200元的价格流
转给桐城市天泰农业种植专业
合作社耕种。

龙腾街道农业站站长刘伟
介 绍 ， 目 前 全 街 道 17 个 村
（居） 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
能人大户 （家庭农场） 等共有
58家，流转土地共2.6万亩，一
个个崛起的特色产业，正带动
越来越多的村民增收致富。村
民们不仅有土地流转金，还有
土地入股的分红金和务工薪
金，可谓“一地生三金”。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
员 王玲）

桐城：
“闲田”变“忙田”增粮又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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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安徽省高
级人民法院组织开展了首届全
省审判业务专家评选活动，全
省17名法官被授予“全省审判
业务专家”称号，宿松县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四级高
级法官、民事审判二庭庭长董
应国名列其中。

董应国于 1988 年进入宿松

法院工作，1990年被任命为助理
审判员后开始承办民商事案件。
三十多年来，他承办的案件质量
较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
他的带领下，该院民二庭的审判
质效在全院乃至全市法院系统一
直名列前茅，所带领的办案团队
获安庆市中院执法办案先进突出
贡献团队。 （通讯员 朱蕾）

宿松：
一法官获评“全省审判业务专家”

多年来，望江县鸦滩镇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建设3万多亩高标准农田。如今田成方、路成行、渠成网的农田让旱能灌、
涝能排的美好愿景变成了现实。农户们只要到提灌站，按下电源开关，清水在大功率水泵作用下，哗哗地奔涌进新修建的管
道，源源不断地流向农田，送去活水。

月饼，舌尖美食更亲民

本土“老字号”品牌在今年的中秋
月饼市场上有哪些新做法、新气象？今
年，“老字号”企业在传承经典的基础上
不断创新，根据不同人群的喜好、需求
推出不同的产品。同时在国家相关部门
推动月饼礼盒包装“瘦身”的背景下，今
年的“老字号”品牌月饼呈现包装更轻
盈、价格更亲民等特点。

网友微评
半生轻狂客：小时候，月饼很大。大

到一个人吃不下，必须与家人分享。分
享，必然有一个交流和传递的过程，就
像如今过生日切蛋糕一样。用现在人的
话说，充满了仪式感。后来，月饼变小
了。一个月饼一个包装，小到随时想吃，
就能拆一个来吃。虽然很方便，但它越
来越像平常的零食，而不是某一个特定

时日，才能分享的美食。今年，走进一家
安庆“老字号”，又看到了熟悉的大月
饼，毫不犹豫地买来一盒。小的，大的，
都买了。月饼作为零食固然不错，但是，
过节也要有过节的样子。

江嘴散人：这些年月饼承受了太多
本不属于它的非议。本质上，月饼是用
来吃的，而不是用来进行利益输送的媒
介。至于无用的豪华礼盒，有违低碳环
保理念的奢华包装，其存在本身就很让
人费解——真的有人会冲着包装买月
饼么？这些年，安庆“老字号”的月饼包
装，在文化创意上下功夫，在本土元素
上动脑筋，这就很靠谱。

保险，舌尖安全多保障

自9月1日起，安庆市各级各类学校
（含幼儿园）全面启动食品安全责任险工
作。按照“谁办学谁支付”要求，各级各类

学校一律不得向学生、幼儿另行收费。校
方食品安全责任险的保险期限为一个学
年度，期满应续保，比如今年是从2022
年9月1日至2023年8月31日。全市凡设
立食堂的学校均应购买食品安全责任
险，做到应保尽保。

网友微评
BonnenuIt暮色：食品安全责任险？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食品安全方面，多了
一方介入，也就是保险公司。毕竟，承保
的保险公司肯定不希望赔付，也就是不
希望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像之前我看到
某地给文物买保险，承保的保险公司又
是安装监控，又是雇人安保，生怕文物出
问题。就算不考虑这点，有了保险还有一
个最起码的好处，那就是，吃坏了的人，
能及时获得赔偿，少了许多推诿扯皮的
事情。怎么看，食品安全责任险应该能提
高食品安全事故预防和救助水平，师生
舌尖上的安全也应该能多一道保障。

8月29日，怀宁县江镇镇工作人
员穿好防护服，戴上口罩和护目
镜，背上数十斤的消毒设备，在喷
洒消毒。

怀宁县做好疫情防控消杀工作，
防止和阻断病毒传播，切实保障群众
的身体健康。

通讯员 檀志扬 刘庆生 摄

环境消杀
助防控

村民们在江边安置抽水管道。通讯员 孙春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