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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 4月21日下午，市委常
委、副市长吕栋率队在城区督察生
态环境问题。

吕栋一行先后来到顺安河华中
路桥东北侧排口、康熙河港华路与
新河路交叉口南侧排口、新河菱南
箱涵闸、东大湖西南角汇峰广场对
面排口、606大桥下排口、大寨河天
柱山东路桥北侧截污闸，详细了解
各类别排口整治情况，查看排口周

边现场环境及水质状况。
吕栋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

明确整改任务、标准、时限、责任
单位，按时按质完成整改任务；要
坚持源头治理，建立完善常态化管
控机制，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要强化跟踪督办，有针对性补
齐短板、堵塞漏洞，逐步实现水清
岸绿。

（全媒体记者 余永生）

吕栋在城区督察生态环境问题时强调

按时按质完成整改任务
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本报讯 4 月 22 日上午，全市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会议在怀宁县召
开，副市长唐厚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通报了2023年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情况，并就2024年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进行部署。

唐厚明强调，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是全市防汛工作的重要一环，也是大
安全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要全力以
赴推进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不断
取得新成效；要扎实开展隐患风险排
查，切实抓好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
移避险；要严格责任落实、加强督导

检查，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毫
不松懈，确保安全度汛。

会议还就近期耕地保护和南京
督察局例行督察重点工作进行部署。

唐厚明强调，要以高度的政治
自觉抓好耕地保护工作落实；要积
极应对督察问题，做到摸清底数、
精准核查、科学处置；各地要进一
步强化责任落实，农、林等各相关
部门要承担好监管责任，形成耕地
保护的强大合力，按质按量完成
2024年自然资源督察各项工作任务。

（全媒体记者 管炜）

唐厚明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压实责任确保安全度汛
形成合力抓好耕地保护

从望江县漳湖镇回民村渡江战役
纪念馆往外走，向左拐，就到了董玉发
家。今年是渡江战役胜利75周年，91
岁的董玉发是望江县境内唯一健在的

“渡江船工”。
“不在家。”4月21日 15时，虽然大

门敞开，但董玉发不在家，“这个时间，
去江边找找看。”董玉发的邻居提醒到。

细雨刚止，长江涌起了波涛，江边的
风拍在身上，有些重，沿着江堤向远望，
一个略有佝偻的身影正缓步走来。“董
老每天下午都要来转转，每年的今天，
会走的更久一些。”董玉发的邻居说。

75年前，1949年4月21日下午，空
中浓云密布，随着指战员一声令下，渡
江战船破江而出。江面上旋即枪声四
起，炮声大作。枪林弹雨中，解放军战
士先逆流而上，绕过急流，再顺流而下，
仅用时半个小时便顺利登岸。在一个
个英勇的身影中，72名当地船工正在
其中，“划船，划船，拼了命也要划船！”

董玉发回忆那天，他的手颤抖着，眼睛
湿润，但眼神坚毅，直勾勾地望着江面，
一动不动。

“能否邀请您去纪念馆？听听您讲
讲那段历史。”“再等会，马上4点了。”
董玉发说的4点是指16时，1949年4月
21日，第一批 10艘渡江小船从沟口出
发，正是16时左右。

回民村旧称沟口，是当年渡江的突
破点之一。75年前，当地72名身强力
壮、水性好的船工组成“回民渡江突击
队”，驾驶36条渔船，协助二野五兵团
解放军战士渡江。“当年，沟口渡江突击
队渔船分为3班，每班 10条，每条船6
人。船工掌舵，5名解放军战士中1人
为机枪手，其余 4 人划船。”董玉发回
忆，第一班渔船为冲锋队。作为冲锋队
队员，他义无反顾登上了首班渔船。

“大家抢着要上第一艘船。”董玉发
说，第一艘船最危险，任务最重，也最为
关键。当时16岁的董玉发被选上“头

船”，全靠他的机灵、反应快、水性好。选
拔时，为考验水性，要求报名者在长江游
泳超过400米，最终达标的10人成为突
击队队员打头阵，董玉发就在其中。

16时，风停了，流动的江水缓慢了
许多，董玉发眺望江面。“75年了。”董
玉发感慨到，那年的大江，如能像今日
般平静，或许能少一些牺牲。据董玉发
回忆，10名掌舵队员中有2人牺牲，董
玉发的下巴也被子弹打伤，血流不止，
他的下巴处至今还能看到一道伤痕。
渡江战役纪念馆内有一张“安庆望江伊
斯兰参加渡江第一批水手突击队”的照
片，董玉发指着照片说：“这就是我，当
年16岁，是队伍中年龄最小的。”

在当地船工的帮助下，先后有3万
余名解放军战士从沟口过江。战役胜
利后，解放军举行隆重的表彰大会，授
予回民渡江突击队“伊斯兰英雄”的锦
旗和“渡江先锋”的牌匾，并向个人发放
了“渡江船工光荣证”。

75年岁月，让董玉发从16岁的少
年郎成为一位耄耋翁，也让解放军战
斗过的泥泞小道，成了一条条通向村
民家门口的幸福大道。“75年来，最
令我高兴的是渡江战役纪念馆的落
成。”董玉发介绍，2014年8月，回民
村文化陈列室更名为望江县渡江战役
纪念馆，并进行了升级改造。如今，退
休后的董玉发常年在纪念馆内担当义
务讲解员，为往来游客讲述那段扣人心
弦的红色记忆。“马志荣、丁宪良、丁宪
友……”勇渡长江的船工兄弟们的名
字，在董玉发一遍又一遍的讲述中深深
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中。

“中华民族是一个血脉相通的共同
体，伟大复兴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与使
命。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大好局面，更
要以当年的渡江勇气和精神，把中华
民族‘渡’到伟大复兴的彼岸去。”董
玉发在纪念馆讲解时常这样说。
全媒体记者 管炜 通讯员 章含文

75年前，72名回民船工摇船飞渡，护送解放军过江

大 江 长 忆 先 烈 勇

本报讯 暮春时节，宜秀区大龙山
镇百华社区中药材基地里，不少中药材
破土而出，长出嫩芽。村民们正忙着开
沟、翻土、锄草，为田地“舒筋活络”。

基地负责人杨平安一边观察中药
材生长情况，一边向记者介绍：“往年这
里种植的都是菊花，今年第一次试种中

药材，面积有40亩左右。”
杨平安早年在外打拼。2022年，

他投资100万元回乡承包了100多亩土
地种植菊花。由于菊花种植行情不好，
今年初他先后到亳州、山东考察中药材
市场。3月份，杨平安试种了紫菀、玄
参和麦冬。

“这三种中药材都是露天种植，具有
清热安神、滋养心肺、抗炎杀菌等功效，
目前很受市场青睐。”杨平安说，中药材
种植不仅耐寒、耐旱，而且不易生虫害，
与其他农作物相比，收入要高很多。

产业带动就业。中药材种植周期
长，雨季到来后，每天需要除草、护苗，
基地通过“农场+农户”模式带动10余
户村民就业。

程五四是百华社区居民，肢体残疾
三级，因不能干重体力活，就就近在基

地务工。“年龄大了，腿又不好使，在外
面找不到合适的活，在药材基地上班一
天能挣到100元，很知足。”程五四说。

目前，百华社区露天种植产业达到
1000亩，预计年产值400万元左右。百
华社区乡村振兴专干邵俊告诉记者，目
前社区露天种植最多的产业主要是菊
花和瓜果蔬菜类品种。下一步社区将
探索蔬菜、中药材产业发展思路，为乡
村振兴蓄势赋能。
（全媒体记者 徐志远 通讯员 查庆）

种下中药材 拓宽致富路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智慧化生活
已经逐渐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
面面。近日，龙狮桥乡机场社区推出的

“小智”智慧探访系统，是一种结合了现
代科技与人文关怀的创新养老服务模
式。该系统通过线上线下的无缝对接，
实现了社工与特殊老人之间的即时互
动。这一创新举措不仅展现了社会对
老年人的深切关怀，也让我们看到了科
技为养老服务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在当前社会老龄化的背景下，传统
的养老服务模式已难以满足老年人多样
化、个性化的需求。一方面，由于人口结
构的变化，老年人数量不断增加，对养老

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科
技的快速发展，老年人对于智能化、便捷
化的生活服务有着更高的期待。因此，
探索新的养老服务模式，以适应老年人
的需求变化，已成为当务之急。

“小智”智慧探访系统的推出，正是
基于这样的背景和考虑。它不仅能够提
高社工的工作效率，减少不必要的重复
劳动，还能够让老人在家中就能享受到
及时、贴心的服务。通过系统的数据分
析功能，社工可以更好地了解老人的需
求和偏好，从而提供更为精准的服务。
对于空巢、独居老人来说，日常生活中的
点滴小事都可能成为他们面临的难题：

忘记钥匙放在哪里、身体出现不适无法
及时求助等。这些问题看似琐碎，但却直
接关系到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安全。
智慧探访系统的出现，有效地解决了这些
痛点。通过简单的语音交互，老人们可以
轻松获取所需信息，同时社工也能通过系
统及时了解到老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
求，从而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

科技让生活更美好。智慧化服务的
推广，不仅提高了养老服务的效率和质
量，更让老人们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和关
怀。当然，智慧探访系统的推广和应用还
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优化。比如，如何满
足老人口音和普通话之间的差异、如何确

保老人能够熟练使用系统、如何保护老人
的隐私和数据安全等问题都需要我们深
入思考和解决。但无论如何，这一创新举
措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思路：我们
可以通过科技的力量，让养老服务变得更
加智能、高效和人性化。

智慧探访系统让我们看到了科技
在养老服务领域的巨大潜力。我们期
待这一创新模式
能够在更多地方
得到推广和应用，
为应对老龄化社
会挑战贡献更多
的力量。

科技点亮老人生活新篇章
子楚

怀宁县石镜乡邓林村的高山上，每
天可见成群的梅花鹿在山坡上奔跑。
人称“鹿司令”的查显伍每天开着三轮
车穿梭在林间，车里装着他为梅花鹿精
心准备的玉米、竹笋、麦麸等饲料。

查显伍以前在海南务工，一次偶然
的机会，得知养殖梅花鹿能致富，他便
先后到吉林、长春等地考察学习。2020
年，他从长春一次性引进65头梅花鹿，
在自家房屋后面的荒山兴建鹿舍180平
方米，并在山场四周拉起围网，专心养
鹿。这些年，查显伍每天起早贪黑，辛
勤劳作，在摸索中不断总结养殖经验。

如今，他的养殖场扩大到150亩，养
了 110 头梅花鹿，实现年产值 30 余万
元。“鹿全身都是宝，后期我还将逐步扩
大养殖规模。”查显伍对未来充满信心。
全媒体记者 徐火炬 通讯员 彭铖 摄

“鹿司令”查显伍

4月21日，宿松县凉亭镇紫庵村再生稻种植基地里，插秧机正将一株株秧苗
插入泥土里。今年，该镇共种植再生稻6500亩。 通讯员 孙春旺 邓顶峰 摄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安徽省第
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安庆
市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根据安排，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进驻时间为30天。进驻期间（2024
年4月8日—4月30日，5月6日—5月12
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556-5256016，
专门邮政信箱：安徽省安庆市0175号邮

政信箱，专门微信举报平台：“安庆生态环
境”微信公众号“督察举报”专栏。督察组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18:00。

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和督察组
职责，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
要受理安庆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
电、来信、微信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
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
交由安庆市处理。

2024年安徽省生态环境
保护专项督察公告

安徽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向安庆市转办第十四批信访件。

4 月 22 日，安徽省第四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生态
环境保护方面信访件 6 件，其中
来电举报0件、来信举报2件、微
信举报 4 件。按主要污染类型
分：大气污染 1 件、噪声污染 1
件、水污染2件、生态污染 1件、
固废污染1件。

截至4月22日，省第四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共向我市转办信访
件177件，已全部交办到位，相关单
位（部门）正在办理中。按照省督
察组要求，信访件的办理情况在7
天内反馈到督察组，整改和处理情
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

安徽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安庆市协调联络组
2024年4月22日

信访举报转办情况公示

4月20日陈先生咨询：菱北配套产
业园的企业员工无宿舍，能否帮助解决？

经开区管委会回复：前期已帮助
该企业解决了部分员工宿舍，但企业
表示数量不够。老峰实业公司投资建
设的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园研发楼为
9层建筑，其中4、5、6共3层为职工宿
舍，已由其他企业入住，无空余房间。
目前经开区正在建设职工之家二期，
待建成后统筹考虑企业诉求问题。

4月21日张先生反映：祥和北苑
电动车在楼上充电。

市应急管理局回复：下线后市安委

办立即联合宜秀区安委办、消防等到现
场检查并督促物业单位加强宣传，提升
居民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4月22日刘先生咨询：申请公租
房问题。

大观区政府回复：反映人为怀宁
户籍，目前一家三口居住在大观区湖
滨街。区保障办向其解释了安庆市
公租房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外来务
工人员申请保障房需在市区企业缴
纳6个月以上社保。反映人在市区缴
纳6个月社保后，可按程序向居住地
所在社区申请公租房。

企业员工无宿舍，能否帮助解决
相关单位回复：职工之家二期建成后统筹考虑

（上接第一版） 依托自建物流、第三
方物流体系，为居民提供高效便捷的
到家服务。到2025年，全市农村电商
服务对具备条件的行政村100%覆盖。

丰富农村消费市场。发挥电商平
台大数据优势，引导生产厂商为农村
市场生产投放更多适销对路的商品。
鼓励农村商业企业、零售网点与品牌
生产厂商合作，加大新能源汽车、绿
色智能家电等耐用消费品投放，促进
农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鼓励具
备条件的农村地区，打造乡村旅游等
精品线路，吸引市民下乡消费。鼓励
各县（市、区）以多种方式开展家电下
乡及以旧换新活动。

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利用
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的场地
和设备等资源，打造一批县域电商直
播基地、“村播学院”。到2025年，建立
完善我市年网络零售额500万元以上
电商企业目录，农村电商服务对具备
条件的行政村100%覆盖。发展农特产
品网络品牌，培育一批“小而美”的农
村电商特色品牌。到2025年，全市年

网销额超千万元的农村电商企业90
家，年网销额超百万元农村电商品牌
90个。开展电商企业培训活动，提升对
返乡大学生、农民工等直播带头人就
业创业服务水平。到2025年，县（市、
区）共开展电商培训活动100场次，培
训人数超5000人。

加强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提升
产地初加工、批发和零售等环节设施
建设水平和服务功能，促进流通节点
有效衔接，完善跨区域产销链条。加
强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等各
类零售终端升级改造，进一步提升农
产品流通效率。推动大型商贸流通企
业建设具有集中采购和跨区域配送
能力的农产品冷链物流集散中心。引
导流通企业与农业生产主体建立长
期稳定合作关系，完善利益联结机
制。依托农商互联大会等载体，搭建
产销对接平台，建立健全农产品产销
对接长效机制。深入实施“互联网+”
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完善适应农产
品网络销售的运营服务体系。
（全媒体记者 卢向波 通讯员 张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