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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5月 12日，在怀宁县平山镇猫山
社区蔬菜基地，上百名村民正忙着采
摘香葱、小土豆、莴笋等品种蔬菜，
基地里一派丰收景象。“苗情好，人心
欢。”说起棚内瓜菜，猫山社区总支书
记潘建国眉眼间满是笑意。

“猫山社区建新圩区内土地肥沃，
但圩区一大片土地荒废在那里，到处
是杂草丛生。2022年下半年，我们深
入调研，将圩内500余亩荒地从村民
手中流转到社区经济联合社，经过平
整复垦后与县内一家大型商超合作发
展蔬菜种植，其中搭建大棚 100 余
亩，每年提供130余个就业岗位。”潘
建国介绍说。

“我今年 76 岁了，只 要 有 空 就
来 蔬 菜 基 地 务 工，都是些手头的
活，不重，离家又近。在家门口务
工，既可以照顾家庭，又不耽误农

活。这里一年四季都有活干，除草、
施肥、种植、采摘，去年收入在一万
元左右。”猫山社区上脑组村民潘
凤秀说。

“离家近能照顾家里，一个月下
来有几千块钱收入。”新华组村民欧
竹霞就是务工村民之一，她对这份
工作很满意。

像潘凤秀、欧竹霞一样在猫山社
区蔬菜基地通过务工增收的群众还有
很多。仅2023年，蔬菜基地共带动周
边群众务工130余人，发放工资近150
万元，人均增收超万元。

“目前已种上茄子、黄瓜、马铃
薯、辣椒、西红柿、西瓜、葡萄等蔬
菜瓜果，每天可向周边超市供应一万
多斤新鲜蔬菜。不仅为周边群众提供
就业岗位，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收益，
而且有力提升了农村人居环境。”潘

建国说。
在蔬菜基地，几十栋蔬菜大棚整

齐排列，忙着采摘蔬菜的村民穿梭其
间。走进基地的分拣中心，刚从大棚
里采摘下来的小白菜集中堆积在一
起，村民们在有条不紊地分选装箱。

乡村振兴中，产业兴旺是重点，
农民增收是目标，猫山社区采用“党
支部+合作社+企业+农户”的村集体经
济发展模式，大力发展高产、高效、
优质的蔬菜产业。通过发展蔬菜产
业，在提高自身收益的同时，也解决
了周边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带动
周边群众增收致富。高峰期每天用工
人数达到 100余人，让村民实现就近
就业、挣钱顾家两不误。

“我家流转土地3亩多，每年租金
1126 元，此外我常年在蔬菜基地务
工，去年务工收入有1.8万元。”民主

组村民潘菊花分享着在家门口就业的
喜悦心情，她说，多亏了村里在家门
口发展了蔬菜基地。

“温度控制在 20℃左右，最适合
蔬菜生长……”说起蔬菜管护，村民
陈结桃如数家珍，她将土地流转给基
地，自己也长期在基地务工，收取土
地流转费和务工工资双份收入。“能照
顾家里，钱也能挣到，还学到了蔬菜
种植技术，我认为比外出打工划算，
一举多得。”

大棚菜“蔬”写出了猫山社区产
业兴旺、农民增收的新图景，不仅丰
富了群众的“菜篮子”，还鼓起群众
的“钱袋子”。“我们计划今年再扩大
蔬菜基地 300 亩、大棚 100 亩，带动
更多的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近就业增
收。”潘建国说。

通讯员 檀志扬 操振东

怀宁平山发展大棚菜

“蔬”写产业升级新图景

本报讯 5月 10日上午，天气晴
好，宿松县许岭镇宏兴社区金银花基
地内，130余亩金银花竞相怒放，数
十名采花工挎着竹篓在山坡上来回穿
梭、手指翻飞……

5月，该镇3500余亩金银花迎来
采摘期。“我们合作社种植了 400 余
亩金银花，今年丰产，预计可采鲜花
20多万斤，烘干后4万余斤，产值可
达 300 万元。”望着漫山的花海，基
地负责人叶长春兴奋不已。

叶长春回想起数年前，这里还是
一片杂草丛生地，“旱地难种，因此
被弃种。”他说。

许岭镇是典型的丘陵区，地势高、
留水难，土壤干燥贫瘠，很多作物在这

里难以产生效益。“地势低一点的田地
好流转，地势稍高一点的便无人问
津。尤其随着年轻劳动力大量外出务
工，零散地、边角地、高榜田抛荒的现
象比比皆是。”该镇镇长余正强说。

而金银花耐旱、抗贫瘠，正好适
合许岭镇。数年前，经过充分调研，
该镇决定因地制宜发展金银花产业，
采取“村+合作社（公司）+农户”的发
展模式，流转零散地、边角地及抛荒
的高榜田，建成金银花种植示范基
地3500余亩。

金银花种植，不仅带动了产业发
展，还美化了环境、缓解水土流失，
尤其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每年带动
镇内富余劳动力就业约 1.5 万人次。

“我手脚麻利，一天可以摘 30 多斤，
差不多能挣 120元。关键是基地离家
也近，很方便。”年近六十岁的张金
凤是该镇雨岭村村民，她一边采花一
边笑着说。

为更好发展金银花产业，该镇还
引进具有半个月花蕾期的特有品种，
克服传统金银花品种花蕾期偏短、采
花时间不够的问题，同时帮助种植主
体建设 4 个烘干车间，实现一二产融
合。“我目前拥有一处烘干房，每天烘干

金银花鲜花3吨左右，干花销往山东临
沂、我省亳州等地。”叶长春说。

“我们的金银花已小有名气，去
年中央电视台还进行了现场直播。”
余正强说，该镇正在探索庭院模式，
鼓励村民把房前屋后、荒山荒坡充分
利用起来，由基地包种苗、包技术、
包回收，让金银花真正成为带动乡村
振兴的“致富花”。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通讯员
胡欢欢）

3500 亩金银花喜丰收
为许岭镇提供大量就业机会

本报讯 5月14日，全市“扫黄打
非”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传达了全省“扫
黄打非”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工作，分析
形势，查找不足，安排部署今年重点任
务。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爱武出
席并讲话。

王爱武强调，做好今年“扫黄打
非”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和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贯彻落
实全省“扫黄打非”工作会议精神和市

委要求，持续正本清源，着力守正创
新。要提高认识，强化首要任务推进，
加强文化市场监管。要强化联防协作，
加大案件查办力度，突出专项整治成
效。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落实，
不断提升队伍能力。以更大力度、更强
担当、更实举措切实担负起维护政治
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的使命
任务，为现代化美好安庆建设作出更
大贡献。 （全媒体记者 刘惠子）

王爱武在全市“扫黄打非”工作会议上强调

正本清源切实维护政治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

本报讯 5月 14日，记者从市人
社局获悉，安庆合力车桥公司孔德
伟、汪玉明，潜山森林专职消防队孙
金龙，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张莉，国
网安庆供电公司李超，安庆方小肴餐
饮管理公司方龙喜，在安徽省2023年
职业技能竞赛中成绩优异，获得“安
徽省技术能手”称号。据悉，自2021年
以来，我市共有21人获此殊荣。

本次获安徽省技术能手称号的6
名选手，参赛项目涉及智能制造应用
技术、应急行业职业技能、农业职业
技能、网络安全职业技能、商业服务

业职业技能等方面。近年来，我市各
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技
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
挥职业技能竞赛在技能人才评价、选
拔、激励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加快
推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据了解，我市将持续做好高技能
人才培养工作，大力发展技工教育，精
准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联合行业部门、
大型企业广泛开展职业技能竞赛，全
力推进技工强省、人才强市建设，为全
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人才支撑。
（全媒体记者 徐侃 通讯员 陆婧雯）

安庆6人获“安徽省技术能手”称号

本报讯 5月12日至18日是第10
届全民营养周，5 月 20 日是第 35 届

“5·20”中国学生营养日。为推进合理
膳食行动、学生营养改善行动，5月13
日，安庆市2024年全民营养周活动暨

“5·20”中国学生营养日系列营养健
康主题宣传活动启动。

今年全民营养周的主题是“奶豆
添营养、少油更健康”。我市将采取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深入推进“合
理膳食、健康消费”专题科普宣传，积
极传播“减油、增豆、加奶”核心信息，
提高公众对食物营养、平衡膳食基本
原则的认识，提升居民营养健康素

养。同时，普及膳食营养和身体活动
知识，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

市疾控中心专家提倡大家把奶
类和大豆类食物作为富含优质蛋
白、钙和维生素的来源，提高膳食质
量。同时，学会科学、量化用油，减少
烹饪油摄入，可以降低肥胖和慢性
病的发生。”

启动会上，市国民营养健康指导
委员会公布了我市首批营养健康餐
厅（食堂）、营养与健康学校（幼儿园）
名单，16家单位上榜，涵盖学校、养老
机构、医疗机构、社会餐饮等领域。
（全媒体记者 项珍 通讯员 刘革）

奶豆添营养 少油更健康

全民营养周主题宣传活动启动

本报讯 5月 13日上午，天气晴
朗，西小湖边，市民走进林中环绕湖
岸徐行。沿着西小湖岸，驳岸水生植
被茂密，向远处望去，对面岸边正有
工人养护水中植被；近处，一艘白色
快艇驶于湖面，船头一位工人手持长
杆网兜，正在打捞湖面垃圾。

几年前，西小湖因外源污染汇
入、内源污染释放、引江济湖输入性
污染等多重因素，氮磷较高，水体混
浊，特别是夏季底泥厌氧上泛，藻
华频发，异味难闻，影响城市形象和
市民生活品质。已过立夏，随着气温
逐渐升高，水质、蓝藻、异味等成为
市民关注的话题，记者来到西小湖
实地探访。

包括西小湖、东大湖、新河、康
熙河、顺安河在内的“两湖三河”是

城区生态活水网络的重要节点和组成
部分。为系统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
和修复，加快建设水清岸绿产业优美
丽 （安庆） 经济带，我市于2021年 9
月至2022年9月实施了城区沿江两湖
三河坡岸缓冲带与水域生态修复工
程。目前，该工程处于长效运维期。

据“两湖三河”项目经理刘小辉
介绍，外源污染基本控制以后，水体
生态自然恢复大约需要7至15年的时
间，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进
行人工修复，加快水体生态恢复进
程。本次运维期从2023年9月持续至
2026年9月，以持续推进河湖坡岸缓
冲带生态修复、河湖水生植被恢复，
从根源上解决水体水质与水生态问
题。通过生物结构调控与常态化的运
维管理，最终实现河湖从“藻型浊水

稳态”转为“草型清水稳态”。
11时，快艇驾驶员高士阳和打捞

工人赵治明再次出发，“每天都要巡上
几次。”高士阳说。在维护期，将对西
小湖、新河、康熙河日常垃圾进行打
捞、水面日常清洁维护、蓝藻打捞，
还将对西小湖沉水植物、西小湖和新
河挺水植物进行养护，并持续实施西
小湖、新河、康熙河日常底泥生境修
复工程等。

“底泥生态修复运维，每年修复的
面积按西小湖三河总面积20%计量，
修复平均深度不小于3厘米。”刘小辉
说，底泥洗脱技术精准去除底泥有机

质和水体悬浮物，从物理扰动、絮凝
沉淀、泥水转运、污泥压滤全流程实
现闭环运行，污泥产生量是传统清淤
法的 1/20，不仅实现污泥减容减量，
而且在较短时间内大幅提高水体透明
度，改善水体生境、促进生态恢复。

运维期后，将实现西小湖的底泥在
本底值的基础上，底泥有机质去除率达
20%以上，均值控制在83.95克/千克以
下；水质指标达到 V 类—IV 类标准，
水体透明度全湖平均值大于80厘米；
水面清洁无杂物漂浮，水生植被保存
率90%及以上。

（全媒体记者 管炜）

水清岸绿 河畅景美

西小湖维护有“前景”

本报讯 2024年安庆“四季有戏”
黄梅戏展演火热进行中，5月13日晚，
由潜山市黄梅戏剧团排练的大型古装
传统黄梅戏《双合镜》在市黄梅戏艺术
中心精彩上演，一段段婉转自如的唱
腔展现了戏曲艺术的不朽魅力，观众
沉醉其中，感受着传统文化之美。

《双合镜》讲述的是家境败落的
张德义为进京赶考到岳父家借银，岳
父秦玉龙想让女儿秦秀英改嫁，假意
把铜银当成纹银借出，欲谋害张德
义。老院公偷听到此事后，将此告知
秦秀英，秦秀英遂用纹银调换铜银。
离别之时秦秀英将明镜一分为二，作
为定情信物赠予张德义，最后二人凭
明镜相认，终于喜结连理。

演出现场，经过专家团队和剧组
反复打磨提升后的《双合镜》，焕发出
极具时代气息的熠熠神采。“立足传
统之上又有所创新，希望将真善美的

美好品德传递出来，倡导忠贞不二、
矢志不渝的美好爱情观。”潜山市黄
梅戏剧团团长、该剧男主角张德义的
扮演者汪卫国说。

演员们清雅的嗓音、细腻的表演
让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跃然
舞台，戏剧冲突引人入胜，不少念白、
唱词也极具生活气息，让观众们大呼
过瘾。“这部戏很打动人，张德义与
秦秀英之间忠贞不渝的感情让人动
容，演员们演绎得有血有肉，黄梅戏
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希望演员们能创
作出更多更优秀作品，满足戏迷们的
期待。”看完演出，90后观众王玥晨深
有感触。 （见习记者 杨浔）

黄梅戏《双合镜》唱响宜城

5月11日，在桐城市青草镇复
兴村黄冲村民组，当地移风易俗
宣讲队以“抵制高价彩礼”为主
题，通过快板和三句半等表演形
式，潜移默化将移风易俗新风尚
宣传到千家万户。

全媒体记者 储永志
通讯员 彭思齐 摄

移风易俗

乡村和美

5月11日，学生正在制作水果拼盘。当日，迎江区一小学举办“劳动小达人”
实践活动，孩子们或切菜、或颠勺、或摆盘，在规定时间合作完成一道道美食。

近年来，迎江区多所中小学将烹饪引入校本课程，邀请专业人士到校指导
学生烹饪方法，还动员学生在家烹饪简单菜肴，鼓励孩子们在劳动中学习、在
实践中成长。 全媒体记者 路欣 通讯员 曾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