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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9月20日一大早，怀宁县马庙镇
芸田圩联合党委海虾淡养基地里，养
殖员汪云龙正有序地撒网、收网，不
一会儿，活蹦乱跳的海虾被捕捞上
岸，看着网兜里收获满满，养殖员们
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从早上开
始一直到中午，养殖户们就忙个不
停，从喂食虾苗、捕捞海虾、装箱发
货，大家干劲十足，满面笑容，呈现
出热火朝天的景象。“我们是纯绿色养
殖，所有虾子都是早上捕捞，当天上
午就送到海鲜市场上售卖，确保新
鲜。”芸田圩联合党委书记汪名桥正指
挥着大伙将数百个装有海虾的保温箱
装车发货。

秋天是农民收获满满的季节，在
石牌镇龙头村蔬菜基地里，小香葱、
豆角等蔬菜郁郁葱葱，长势喜人，随

处可见菜农们采摘、打包装运的忙碌
身影，大家脸上都挂着喜悦，为一派
丰收的景象而欢喜。“我们形成具有代
表性的特色蔬菜有青圩村的怀山药，
杨塅村的芹菜芽、莲藕、茭白，普济
村的芋头、芦笋，永固村的茄子、黄
瓜、马铃薯，庆洲村的卷心菜、大白
菜，邵塅村的羊肚菌，同发村的辣
椒、小香葱等。通过筑牢生产端、健
全流通端、拓展销售端等措施，减少
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
效率和市场占有率，实现蔬菜产业健
康发展，这成为石牌镇村民增收致
富、乡村振兴发展的主导产业。”怀宁
县委常委、石牌镇党委书记王朝阳介
绍说，石牌镇地处冲积平原，土质肥
沃，蔬菜种植历史悠久，堪称绿色蔬
菜的“生产宝地”。现有耕地面积6.3

万亩，蔬菜品种有30余种，种植面积
近2万亩。

连日来，黄龙镇大畈村的 40 多
亩紫薯喜获丰收，趁着晴好天气，
村两委忙着安排村民采收成熟的紫
薯。随着挖薯机的来回穿梭，一垄垄
紫薯从土地里翻滚而出，个个饱满，
村民们忙着去泥、分拣、装袋、运
输。“这几天天气好，我们每天都要
请上10多位村民来做事，计划5天之
内把这40 多亩紫薯全部采收完，紫
薯亩均收益 4000 元左右，预计将为
村集体经济增收 10 万余元收入，村
民们在拿到土地租金的同时，还可以
享受家门口就业。”大畈村党支书记
洪婷婷高兴地说：“丰收不会从天而
降，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我们要努
力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

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
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近年来，怀宁县在发展现代农业
中，围绕新品种、新枝术、新模式、
新主体、新动能、新目标“六新”要
素，培育引进蓝莓、紫薯、海虾、优
质水稻、玉米等“农字号”企业或基
地近500家，覆盖全县243个行政村，
形成订单合同、股份合作、土地流
转、务工就业等多元的农企利益联结
模式，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同时，怀宁县还大力支持产业化
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建
设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绿色生产
基地和分拣包装、冷藏保鲜、仓储运
输、精深加工等配套设施，实现一二
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通讯员 檀志扬

五谷流金 果蔬飘香

丰收节里话丰收

9月23日，正是秋分稻黄谷熟的好
时节，大别山腹地的乡村田园处处是如
诗如画的好风景，岳西县菖蒲镇的种田
能手正在托管的稻田里抢收成熟稻子。

岳西县各山区农村积极探索土地
托管模式，交由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种养业专业合作社、种田能手等集中管
理，有效解决农民种田难、种田效益差、
土地撂荒等问题。这些中小型经营主
体在托管田地里，大力发展优质水稻等
传统粮食产业，同时通过间作、轮作发展
中药材、甜玉米、小香薯、农家菜等特色
产业，提升农业规模化、产业化效益，形
成农民增收、土地增效的良好局面。

通讯员 王先国 摄

农民增收

土地增效

本报讯 入夏以来，潜山市一直
未出现明显降雨，截至9月17日，潜
山市平均降雨量为917.3毫米，较往年
的1275毫米偏少28.1%，18万亩农作物
出现不同程度的干旱，部分地区居民
日常用水出现问题。

潜山市黄埔镇和平村共设11处集
中供水点，6 处已发生水源枯竭的情
况，目前全村用水主要依靠村内一个最
大的集中供水点，所蓄水源主要来自周
边河域，通过打拦河堰将河里水取到蓄
水池。该供水点可蓄水100立方米，估
计可保障全村1千余人的日常生活用
水。“这个处在半山腰上的供水点既要
保障山下村民用水，还要往高处引水保
障山顶180余户村民的用水。”和平村

党支书记朱结根介绍，“像高岭组这样
高海拔的地方，蓄水池的水无法向上传
水，只能通过挖井取地下水来保证居民
生活用水。”当前高岭组正在深挖一口
当家塘，砌做取水井。

目前和平村共铺设管道1万余米，
架设通电线路600米，安装大中型水
泵4台，投入人力300余人来保障居民
生活用水。同时做好居民节水宣传，
让村民了解目前旱情的严重性，做好
日常生活节水，“今年旱情比2019年
还严重，我们洗衣服洗脸的水都用盆
接着用来浇菜。”村民程谦明说。

“2019年的旱情让黄泥镇吸取了教
训，去年重修了提水站，今年初投入
使用，在这次旱情中发挥了巨大作

用。”黄泥镇水利局局长张建华介绍，
黄泥提水站目前已连续提水75天，有
效缓解了镇上9000多亩农田和水面缺
水情况。

黄泥镇临近长河流域，通过提水
站将长河里的水引到镇上的水渠中，
镇上三条水渠贯穿整个城镇，农户只
需通过水泵将农田边水渠中的水抽到
农田中进行灌溉。“我种了200多亩水
稻，通过引水灌溉，水稻受旱情影响
较小，马上就可以成熟收割了。”黄泥
镇龙坦村种粮大户潘建国正在看农田

的灌溉情况。
潜山市相关部门已成立4个抗旱

指导组，深入黄铺、黄柏、槎水等乡
镇指导解决饮水水源不足问题，深入
油坝、王河、黄泥等乡镇指导农业灌
溉用水保障工作。截至目前，该市累
计送水5000吨，涉及12000人次，抗
旱投入资金1610万元，主要用于农业
生产灌溉、抗旱物资采购、居民饮水
保障等。

（见习记者 朱欣雨 全媒体记
者 雷琳琳）

累计送水5000吨 涉及12000人次

潜山全力以赴保秋收护民生

本报讯 9月 22日下午，“举旗
帜·送理论”市级示范宣讲报告会在
迎江区召开，安庆职业技术学院马克
思主义学院院长余锋做主题宣讲。

余锋从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讲话的重大意义，深刻领会过去5年
工作和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等十
个方面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
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
话精神；从深刻认识学习贯彻《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的重大意义，
准确把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

卷的主要内容与核心要义，学好用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等三个
方面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进行全面解读。

参加报告会的党员干部们表示，
将坚定不移强化理论武装，持续在学
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立足本地实
际，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
有部署、迎江见行动”，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见习记者 朱欣雨 全媒体记
者 雷琳琳）

“举旗帜·送理论”市级示范
宣讲报告会在迎江区召开

本报讯 9月21日至23日，省政
府2021年度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
作考核组组长潘君齐率队来安庆，就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进行考
核。副市长唐厚明出席汇报会。

省考核组先后深入宿松、潜山及
城区部分在建工程现场，通过查阅资
料、核验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等方式，
重点就2021年以来安庆在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工作中的组织领导、监管
责任，源头治理、制度建设、案件查
处、巩固成效等方面进行考核。

省考核组指出，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考核，是压实属地政府管理责任
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全面实现根治拖
欠农民工工资目标的有效途径，是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有力手段。安庆
市在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管
理、建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总包
代发工资等制度落实都有创新的思
路，要不断挖掘出符合实际的工作举
措和工作方法。

唐厚明表态，安庆将深入查找不
足、分析原因，确保各类问题及时整
改、限时整改。
（全媒体记者 徐侃 通讯员 杨科）

省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考核组来安庆考核
潘君齐率队 唐厚明出席汇报会

本报讯 9月 19日至 22日，市
政协副主席尹志军率队开展老有所
学行动监督性视察调研。

尹志军一行先后赴安庆医药高
等专科学校和安庆经开区、岳西
县、望江县，实地了解各地和市属
高校老年学习场所建设、师资力量
配备、课程开发设置、线上平台运
营等进展情况。

尹志军指出，开展老有所学行动
视察调研，是贯彻落实省委、市委部
署，开展暖民心行动民主监督的具体

举措。他强调，要深化“以人民为中
心”的思想，把“老有所学”工作摆在
突出位置，舍得给场地、花气力、出资
金；要坚持问题、目标和效果导向，补
足短板、拉高标杆、整体推进，努力在
全省、全市争先创优；要分类指导、整
合资源，因地制宜提供多样化、差异
化教学；要加强组织、政策和机制保
障，实现办学多样化、就学便捷化和
教学常态化，让老年人有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通讯员 汪难燕）

尹志军调研老有所学行动时指出

深化认识拉高标杆
强化保障整体推进

本报讯 9月22日，安庆职业技
术学院举行反诈专题宣传活动，邀
请民警等进行反诈访谈，为新生上
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安全第一课”。

民警现场分享了电信诈骗的“微
信假冒代购”“引流诈骗”等常见手法
及辨别方法，通过案例让学生们提高
警惕，强化安全意识，增强反诈能力。

据不完全统计，安职院自2020
年以来有关诈骗案件的警情共 63
起，被诈骗金额达50.7万元，其中
单笔最高被诈骗金额达到9.6万元。
为此，安职院将建立“社会—学校
—学院—班级—宿舍—个人”六级
联动机制，共同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见习记者 管炜 全媒体记者 徐志远）

安职院筑牢校园防骗“围墙”

本报讯 近日虽渐秋凉，但无
雨少雨天气仍在持续，长江安庆站
水位汛期创新低。

9月 23日，记者从安庆市水文
水资源局水情通讯处获悉，因高温
少雨且上游来水量锐减，长江安庆
站水位持续走低，20日 8时 5.5米，

21日 8时 5.47米，22日 8时 5.45米，
常年同期水位约12米左右，2021年9
月20日8时为13.57米。我市长江安
庆站自有数据记录以来，历史上同
期最低水位为2019年的7.94米。

（见习记者 管炜 全媒体记
者 徐志远）

长江安庆站水位汛期创新低

9月20日上午，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大观区菱湖社区向居民讲解如何鉴
别真假人民币。 全媒体记者 路欣 通讯员 项顺平 摄

（上接第一版） 连续多年参加艺术节、
展演周的夏圆圆告诉记者，“黄梅戏艺
术节、展演周的举办不仅是艺术的盛
会，群众的节日，对我们黄梅戏演员
来说更是提供了宝贵的平台，让我们
在新戏打磨、艺术水平和个人积累提
升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十年来，艺术节、展演周成为推
新作、育新人的重要平台和文化惠民
的重要载体，呈现出名人名作相得益
彰，名家名戏层出不穷的喜人景象，
可谓黄梅香如故，花俏满枝头。

薪火相传 人才辈出

对于戏曲艺术而言，传承像一条
生命线贯穿始终，而在艺术节、展
演周的舞台上，“薪火相传”体现得
更为淋漓尽致。

“安庆是黄梅之乡，但要用作品来
说话，没有人才就没有作品，没有作
品就没有影响力，薪火相传中才有黄

梅之乡。”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
德曾言，“师带徒”绝不是形式，这是
戏曲的艺术规律，黄梅戏艺术是口传
心授的艺术，是精雕细琢、量体裁衣
的艺术。

于是，在2015年第七届中国（安
庆）黄梅戏艺术节开幕式大戏《大清
名相》中，黄新德带着徒弟们一起登
台。黄梅戏行之有效的“以师带徒，
师徒传承”的戏曲人才培养传统模式
在此开启。王琴是黄新德的大徒弟，
也是第26届戏曲梅花奖的获得者，凭
借的便是和黄新德合作的 《半个月
亮》。她感激地说：“因为 《半个月
亮》，我和师父结缘，在那部戏中他从
声腔、身段、人物刻画各个方面都帮
了我很多。这次《大清名相》跨行演
老旦也是在师傅的鼓励下演的，和师
傅同台演戏学不够、演不够。”

同样，在 2021 年第九届中国（安
庆）黄梅戏艺术节开幕式大戏《不朽的
骄杨》的演出中，来自安庆再芬黄梅艺

术剧院的演员们全身心投入，倾情演
绎。此次是再芬黄梅“老中青少”四个
梯队演员首次同台献艺，舞台之上，有
韩再芬、马自俊等资深的黄梅戏表演艺
术家，有吴斌、潘伟、丁飞等中生代黄梅
戏演员，还有以江李汇、陈邦靓等为代
表的青年黄梅戏演员，以及少儿团的黄
梅戏演员徐语凌。“老中青少”同台演
绎，这是黄梅戏传承与发展的最好展
示。“我在剧中饰演14岁的杨开慧，和
我的年龄有差异，这个人物的性格也与
一般的女孩角色不同，塑造起来有一定
的挑战性。韩院长在排练过程中一直
耐心细致地和我们说戏，在演唱、表演
上充分给予指导，真是收获满满。”谈起
排演感受，江李汇意犹未尽。

早在2010年，一批学生从黄梅戏
校和安庆师范大学毕业，当年的他们
还是青涩稚嫩。五年后，他们组成的
再芬青年团却惊艳了整个宜城。20多
名黄梅新星集体亮相，唱念做打样样
精通，道效灯服行行拿手。“青年人才

是黄梅戏艺术传承的关键所在，我们
老演员要蛰伏起来、要让出舞台用心
培养他们。”韩再芬说。

2020年6月6日，随着再芬黄梅少
儿艺术团的正式开课，再芬黄梅着手建
设的第4人才梯队已然成形。22个孩
子，年龄最大的 13 岁，最小的只有 4
岁。从少儿艺术团到青年团，再到中生
代，再芬黄梅“梯队式”人才建设系统历
经十年终趋完善。“十年不易不言难，一
如既往在路上。”韩再芬表示，为安庆戏
剧的未来点燃传承薪火，为黄梅戏的枝
繁叶茂夯基培土，为中华戏剧文化的源
远流长添砖加瓦，是所有黄梅人共同的
初心、共担的使命。

“青春展风华，满台皆锦绣”。值
得期待的是，今年黄梅戏展演周开
幕式演出将有戏曲名家、优秀青年
演员、少年儿童的经典传唱，展现
黄梅戏薪火相传的非凡历程和最新
成果，向党的二十大献礼。

全媒体记者 方芳

十年薪火相传 名角荟萃新人辈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