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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怀宁县马庙镇城区的
群众又新增一处饭后休闲的好去处。
原来是位于镇中心学校旁的“口袋公
园”建成并对外开放使用了。这个“口
袋公园”占地2000余平方米，这里不仅
增设了绿化带、电瓶车停放点和齐备
的健身器材，还兼具足球场、塑胶跑道
等多重功能，可以满足群众多种休闲
娱乐需求。

“以前我要跑到比较远的一个小公
园去休闲锻炼，如今家门口建了这个

‘口袋公园’，环境好、设施齐全，晚上都

灯火通明，每天早晚来这里聊天、打球、
跑步，锻炼身体，日子越过越幸福。”60
多岁的马庙社区居民张北春高兴地说。

位于马庙镇马庙社区洪庄组的口
袋公园，绿草葱郁，各式花卉争奇斗
艳，这个改造一新的口袋公园，现在不
仅成了周边村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还美化了村庄，提升了村容村貌。“在
改建为口袋公园之前，这里原本是一
块坑洼不平的空地，下雨天还会因为
积水变成‘小水塘’，现在比以前舒服
多了，环境、卫生、空气都改变了很

多。”村民江汝泽说。
同样在马庙社区百罗村民组，一

个占地1500平方米的“口袋公园”也是
刚刚建成，里面设施有运动器材、休闲
座椅、小广场、花草树木……“以前这
里是一片荒地，杂草丛生，如今摇身一
变，成为了风格独特、绿树成荫、花香
满径的口袋公园。”村民江守青说，一
条大道、两侧美景、三季花开、四季常
绿，这便是我们现在农村的样子。这
些随处可见的“口袋公园”，有亲水平
台、人行步道、景观树木、健身、文化设

施等，可谓百步一景、各有风格，让村
民们有了休闲游乐的地方。

“今年我们投资200余万元，见缝插
绿、见荒修绿，充分利用闲置地、边角地、
零星空地等，通过绿化提档，新建小广
场，增加休闲座椅、体育娱乐设施等方
式，修建了6个免费开放的口袋公园，目
前全镇共建成12个，力争明年实现16个
村（社区）口袋公园全覆盖，进一步拓展
休闲娱乐空间，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
感。”马庙镇党委副书记许海峰说。

通讯员 檀志扬 丁浩浩

倾力为群众打造幸福新高地

“口袋公园”让村民日子有点甜

本报讯 “轰隆隆……轰隆
隆……”9月2日上午，伴随着断
断续续的轰鸣声，位于桐城市鲟鱼
镇与枞阳县县城交界处的枞阳闸
（老闸） 在工人和机械的配合下被
一点点拆除，这个满载鲟鱼、枞阳
两地人民回忆的标志性建筑，正在
一点点消逝……

枞阳闸（老闸）于1959年建成，
地跨桐城市鲟鱼镇与枞阳县枞阳镇
两地，挟江扼湖，是连通菜子湖的长
河通江节制闸，运行至今历经64年
风雨，先后经历了1969年、1983年、
1991年、1998年、2016年、2020年洪
水的考验，充分发挥了防洪、蓄水、
排泄、交通的功能，有效保障了菜子
湖流域儿女生产生活。

2012年 11月，南京水利科学研

究院对枞阳闸进行了安全评价，基
本结论为：枞阳闸评定为四类闸，
应拆除重建。2017年，水利部、交
通运输部批复引江济淮工程初步设
计报告，明确提出原枞阳闸被评定
为四类闸，应拆除重建。枞阳引江
枢纽新建节制闸布置在原枞阳闸西
南侧，拆除原枞阳闸，利用原闸位
新建鱼道。

2018年 10月，引江济淮枢纽工
程落户桐城市鲟鱼镇，工程包含在
枞阳闸（老闸）西南侧约300米处建
设一座新的节制闸。新的节制闸工
程已于2022年8月 18日竣工验收，
投入使用，64岁的枞阳闸（老闸）完
成了历史使命。

（通讯员 徐呈可 全媒体记
者 罗少坤）

桐城：

64岁老枞阳闸正式拆除

本报讯 “没想到这么快就收
到了司法救助金，真是太及时了，
帮我们家解了燃眉之急，谢谢检察
官！”8月25日，潜山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官来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
院，为急待进仓手术的一未成年申
请人现场发放司法救助金，申请人
磊磊（化名）连声表示感谢。

申请人磊磊是一名17岁的在校
学生，出生后一直随其爷爷奶奶生
活，其父亲王某某作为法定监护人系
视力一级残疾且为农村A类低保保
障对象，多年来未实际履行监护职责
与抚养义务，并占用了磊磊的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待遇保障金及部分临时
救助、慰问金、善款。2022年5月，磊
磊的爷爷意外去世，全家丧失主要劳
动力，失去经济来源。2022年11月，
磊磊又被诊断患有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急需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手

术，现长期在天津住院治疗，这让本
就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

今年7月29日，磊磊的奶奶向
潜山市人民法院申请变更磊磊的监
护人，经该院民行检察部门审查后
决定支持起诉，潜山市法院判决，
撤销磊磊父亲王某某的监护人资
格，指定其奶奶为监护人。民行检
察官在办案时发现磊磊的家庭特别
困难，便将该救助线索移送至控告
申诉部门。考虑到磊磊急需资金进
行手术，为节约案件办理时间，潜
山市检察院委托天津当地检察院对
磊磊的家庭情况开展调查，收到调
查材料的同时提请安庆市检察院进
行联合救助，潜山市委政法委亦开
启绿色通道，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
该笔专项资金的审核、调度。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
员 程操红）

潜山：

多元帮扶守护“少年的你”

本报讯 8 月 24 日，走进望江
县长岭镇文学村盘龙中心村，只见
一片片绿油油的小菜园在房前屋后
整齐排列，菜园内，茄子、辣椒、西红
杮、豆角等时令蔬菜长势喜人，呈现
一派生机勃勃的田园景象。

“别小看这巴掌大的地块，利用
起来作用还不少，既能种点日常食
用的绿色瓜果蔬菜，又能清新空气，
美化净化村容村貌，增进邻里和睦
关系，我非常满意。”盘龙中心村村
民虞花凤表示。

这些小菜园原本是村民堆放杂
物的闲置地，不仅影响村容村貌，也
不能为村民带来经济效益。近年
来，盘龙中心村在充分调研的基础
上，村干和党员带头拆除私搭乱建、

清理乱堆乱放，用竹子围成篱笆墙，
在房前屋后空地打造出可食可观的
小菜园，不仅满足了村民蔬菜需求，
还美化了村庄的“面子”，解决了之
前村庄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难题，
提升了整体环境。

村民金新红一边打理菜园一边
笑着说：“现在是打牌都没时间打
了，每天打理小菜园、小花园，慢慢
地也培养成生活乐趣了。”

“小菜园既盘活了农村闲置资
源，也解决了私拉围挡、畜禽散养、
杂物乱堆乱放的农村人居环境问
题，增强了我们参与乡村治理、乡村
建设的主人翁意识。”虞花凤说。

（通讯员 檀春红 全媒体记
者 罗少坤）

望江：

小菜园扮靓乡村美

本报讯 宿松县柳坪乡主动作
为、精密部署，着力提升第五次全国
经济普查工作质量。

柳坪乡上下自第五次经济普查
工作开始就在辖区内开展多种形式
的宣传动员活动，充分利用横幅、电
子显示屏、微信群等，为辖区经济普
查工作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让群众真正了解经济普查的意义和
重要性。

该乡在参加市、县两级培训的
基础上针对本乡镇内具体情况召开
了乡级“两员”培训会。在培训中，
乡普查指导员为各村普查员详细讲
解清查指标的内容、填报方式及企

业微信系统中的单位清查小程序的
具体操作方法，目前，全乡已完成建
筑物标绘、普查小区划分、清查单位
底册划分等工作。

同时，柳坪乡党委政府主要负
责人带领乡经普办、村普查指导员
和普查员深入一线，对辖区内的所
有普查对象逐一开展实地走访，了
解本乡镇内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
位和个体经营户一年来的运行发展
情况，并发放经济普查正式登记告
知书，耐心与商户核对信息，确保每
个调查数据真实可信。为即将展开
的经济普查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通讯员 曾新琴）

宿松：
摸清经济“家底”打好普查“前站”

望江县华阳镇东临长江黄金水道
与九江市隔江相望，南依华阳河与泊
湖水系相通，水田遍布，河道纵横，有
着天然的水产养殖优势。近年来，该
镇积极整合水资源，依托拥江发展理
念，不断鼓励农户稻虾轮作等新型渔
业模式，因势利导，实行稻鳖共生、稻
鸭共生等农业新生态模式，让百姓在
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越走越欢快。

江水入“蟹塘”，特色产
业助增收

9月2日清晨，华阳镇磨盘村的养
殖大户彭玉高早早来到池塘边，查看
自己那些在水中“横行霸道”的小家伙
成长情况。不出意外的话，他的这一
批蟹会在八九月份长成，将为他带来
大约60万元的收入。

“这段时间气温高，是比较危险的
时期，每隔两三天就要把蟹池里的水
换一遍。”彭玉高的螃蟹养殖基地周边

旱地已改为稻田，塘内排出来的尾水
通过管道排入稻田，再引进新的长江
水，这样不仅螃蟹因为长江水的养殖
提高了品质，又给稻田增添了有机肥，
他养出的螃蟹最高能卖到每公斤150
元，比普通螃蟹价格高出一倍。

在磨盘村当地，彭玉高还请了20
多名村民帮着一起打理，他们每人每
月可以拿到2000元的工钱，其中有8
户脱贫户。彭玉高说，目前，他已经
流转了500亩土地，在给群众做创业
示范的同时，吸纳同村1名脱贫户入
股自己的农场，每年可分红3万元左
右。接下来，他准备接纳更多群众参
与入股分红，带着家乡群众一起干，
一起过上好日子。

发挥水源优势，“小鱼
苗”游出“大经济”

华阳镇永征社区渔业苗种繁育基
地，大小不一的鱼塘星罗棋布，空中鸟

瞰，数百亩鱼塘波光粼粼，美丽壮观，一
幅生态农业发展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

“目前我们这里面积有150余亩，
每年培育的品种以‘青、草、鲢、鳙’四
大家鱼为主。”2日上午，渔民赵家胜正
站在鱼塘边准备捕捞鱼苗。据他介
绍，这家基地水域的各类鱼苗4000多
万尾，分两季产出，单季鱼苗亩产达
1000至1500斤。

一直以来，永征社区渔业苗种繁
育基地依托“公司+基地+农户”的模
式，发展集育苗、精养、技术服务、销售
于一体的渔业经济，成为江西、湖北以
及安庆周边地区主要鱼苗供给地，小
鱼苗做成了致富大产业。

一水两用，套养产业绽
放共富之花

9月2日下午，在华阳镇金盆湖稻
鳖共生养殖基地里，路旁稻田里的稻
穗随风起舞，稻田里的甲鱼在悠闲地

觅食。
“对于水稻来说，因为有了鳖的帮

忙，保证了稻田的生态维护，就不再需
要除草、施肥和用药，这样种出的水稻
完全属于纯天然、无污染的有机水
稻。”甲鱼养殖基地负责人汪长青说
道。预计明年春节前，该生态养殖基
地将达到年产中华鳖30万斤养殖规
模，年收益近千万元。

目前养殖基地已经启动二期投
资，在武昌湖腹地一块设施农业用地
扩大甲鱼养殖规模，将其作为育苗中
转基地，占地200余亩，在增加企业
和村集体收益的同时，带动周边100
多人就业。汪长青表示，下一步还将
建设冷链和预制菜供应基地，延伸产
业链条。“甲鱼养殖产业不但带动了
村民就业，鼓了村民的腰包，增加了
集体经济，还盘活了闲置土地，提高
了土地的产出效益。”大号村党总支
书记周省非说。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伊婷

拥江发展 谱写新时代“水经注”

“水生态”盘活富民“水经济”

8 月 29 日，望江县太慈镇桃岭
村，碧绿的稻田生机勃勃，与村
舍、道路、河塘相互映衬，构成一
幅唯美的乡村画卷。

近年来，望江县太慈镇引导群
众积极开展庭院美化、道路净化、
村庄绿化，路灯亮化、交通畅化，
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
配套，努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
的和美乡村。

全媒体记者 江胜
通讯员 方明 摄

生态乡村

入画来

初秋时节，走进宿松县九姑乡单
岭村新屋组，放眼远望，空旷的旱地
里，红彤彤的一片，在阳光的照射下，
格外耀眼。原来，这里是单岭村去年
兴建的“红缨子”高粱种植基地。

“以前，这里因为土壤贫瘠，加之
种植的传统农作物耐不住干旱，造成
种植的农作物经济效益不高，严重挫
伤了人们的积极性，不少旱地都这样
被撂荒了。”在单岭村党总支书记周友
红眼里，单岭村旱地的变化，得益于九
姑乡党委政府在全乡推广的“红缨子”
高粱种植产业。

九姑乡党委书记洪伟介绍说，九姑
乡地处丘陵地带，虽然旱地面积广，但
受沿袭传统种植方式的束缚，当地农户
从事旱地生产的积极性不高，旱地撂荒
的现象越来越突出。2021年以来，九姑
乡党委政府坚持从盘活闲置旱地资源、
提高旱地利用率的实际出发，加大旱地
流转力度，通过“双招双引”引进特色农
业产业，推动传统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2022年 3月，宿松县宏昌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根在九姑乡党委
政府的宣传引导下，将单岭村3个村民
小组的310亩旱地流转下来，创办“红

缨子”高粱种植基地，并获得成功。今
年3月，又将附近新安村的222亩旱地
流转下来种植“红缨子”高粱。

“‘红缨子’高粱不仅耐涝、耐旱、
耐倒伏，而且好管理，选择在这里大面
积种植，是因为它能够弥补这里存在
的各种缺陷。”王根说，在九姑乡发展

“红缨子”高粱种植产业，也有几个方
面的优势，一是旱地面积广，能够实现

规模化、产业化种植；二是旱地租金不
高，能够减少生产成本；三是用工资源
充足，在生产旺季不愁用工难问题。

进入 8 月份，王根在九姑乡新安
村、单岭村种植的532亩“红缨子”高粱
迎来收割期。8月26日，王根抓住晴
好天气，组织5台收割机在单岭村新屋
组收割高粱。

王根说，由于天气好，日常管护到

位，今年的“红缨子”高粱收成要比去
年好，平均亩产量能够达到350公斤左
右，532亩地可出产19万公斤高粱。到
9月份，又在旱地里轮作种植油菜。两
项加起来，亩均收入接近2000元，远远
超过传统生产方式带来的经济效益。
因为大面积的成片种植，无论是种植
高粱，还是种植油菜；从播种，到日常
管护，再到收割，整个生产环节，基地
都是采用机械化作业，由此大大降低
了生产成本，也提高了生产效益；种植
的532亩高粱，使用收割机收割，只需
两天时间就能完成。

一株株颗粒饱满、颜色殷红的“红
缨子”高粱穗压弯了枝头，映红了旷
野，也映红了人们的脸庞。据了解，近
年来，九姑乡党委政府通过引进“红缨
子”高粱种植产业，大力盘活旱地资
源，促进农业增产增效、农户增收。截
至目前，全乡共引进“红缨子”高粱种
植企业2家、培育种植户3家，种植总
面积已发展到1100亩。下一步，该乡
将在发展高粱轮作种植、高粱初加工
业上下功夫，切实提高产业发展效能，
赋能乡村振兴。

通讯员 孙春旺 刘欢

九姑乡：旱地变身“高粱红”

“红缨子”高粱迎来收割期。 通讯员 孙春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