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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
本报讯 连日来，望江县雷阳街道积极

行动，多措并举筑牢防溺水“安全网”。
雷阳街道成立防溺水工作领导小组，制定

了详细的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并通过拉网式
排查，对辖区内所有可能发生溺水事故的河
流、池塘、沟渠等水域进行全面摸底，逐一登记
造册，明确责任主体。该街道在危险水域周
边，设置显眼的警示标识和标语，配齐竹竿等
救生设备。同时，建立专门的巡逻队伍，加强
日常巡查，特别是在学生上下学、节假日等重
点时段，确保水域周边时刻有人监管。该街道
还利用街道社区宣传栏、电子屏等多种渠道，
循环播放防溺水知识和安全提示；组织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志愿者深入学校、社区，举办防溺
水安全讲座，向学生和家长发放宣传资料，让防
溺水安全知识深入人心。 （通讯员 丁雁朋）

雷阳街道：筑牢防溺水“安全网”

本报讯 近日，迎江区人民路街道党工委
精心组织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人民路街道网格支部的党员们通
过分组讨论、观点分享等方式，围绕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新变化、新要求
展开深入讨论，畅谈学习体会。在“模拟法庭”
环节中，通过模拟违纪情景，让网格支部党员
们亲身体验违反纪律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从而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遵守纪律的重要性。当天，
还开展了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主
要内容的知识竞赛。活动结束后，大家纷纷表
示受益匪浅，今后将更加自觉地遵守党的纪
律和规矩，不断推动街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走深走实。 （通讯员 段习萍）

人民路街道：
推动党风廉政建设走深走实

本报讯 为迎接第53个世界环境日，让
绿色发展理念见行见效，6月4日上午，宿松
县人民法院组织干警开展了“全面推进美丽
中国建设”普法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设立环保宣传展台，干警们发
放相关宣传手册 200 余份，向过往行人和社
区居民宣传环保法律法规，讲解生态文明建
设的内涵和意义，解析绿色发展的紧迫性和
必要性。干警们还积极倡导节能减排的生
活方式，动员大家从身边小事做起，如节约
用水、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等。此次
活动增强了群众对环境保护的责任意识及
对环保工作的全面认识，取得了良好的宣传
效果。宿松县人民法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坚持能动司法，
拓展普法宣传覆盖面，为建设美丽中国、美
丽安徽、美丽宿松贡献司法力量。

（通讯员 周静）

宿松县法院：
践行绿色发展 贡献司法力量

本报讯 6月3日，岳西县公安局禁毒大
队开展虎门销烟纪念日禁毒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禁毒宣传
横幅、设立咨询台、分发禁毒小礼品等多种
形式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民警以虎门销烟
为切入点向广大群众讲解我国禁毒历史、虎
门销烟的背景和意义，并通过展示毒品仿真
模型介绍毒品的种类、危害以及新型毒品的
伪装性和迷惑性，引导广大群众铭记历史、
不忘国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抵制
毒品。此次宣传活动让群众进一步了解了虎
门销烟的重大历史意义，深刻认识到禁毒工作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自觉加入禁毒斗争，共同
营造和谐、健康、无毒的社会环境。

（通讯员 吴夯夯）

岳西县：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开发夏秋茶
打造茶叶专业村

太湖县北中镇望天村，2013年
成功申报全国“一村一品”专业示范
村，全村有茶园面积4920亩，2023
年茶叶总产值达1968万元，是远近
闻名的“茶叶村”，也是北中镇夏秋
茶的主阵地之一。

6月13日，在望天村，68岁的茶
农吴承彭早早就起了床，背上采茶
机，和妻子一起赶到茶园采收茶
叶。他挥动机器扫过茶树顶梢，新
鲜的茶叶纷纷“飞进”收集袋中，妻
子紧跟其后，帮忙整理收集袋，随着
入袋的茶叶越来越多，她还需背起
袋子往前走。一个上午，他们就采
了1000余斤鲜叶。

“现在是夏秋茶的第二轮采摘，
第一轮我采了六七千斤鲜叶，收获了
六七千元。”吴承彭介绍，他家房前屋
后种的都是茶，他还承包了邻居的茶
园，加起来有七八亩，每年能采收四
轮夏秋茶，获得3万多元收入。

望天村的茶园与别处不同，茶
垄规划齐整，茶梢也被修剪得平平
整整，方便机械操作。吴承彭管理
的七八亩茶园，夫妻俩用机器采收，
几天便能完成。

“发展夏秋茶，给我们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好处。”吴承彭感慨道。在
20多年前，吴承彭家以种水稻为主，
收入微薄，只够自家吃的。2006年，
为改变村庄贫穷的面貌，村“两委”
提出“发展茶叶产业，增加群众收
入，争创‘一村一品’，建设美好望
天”的发展思路，并制定了三年发展
规划，在原有茶叶面积1000亩的基

础上，每年新增茶叶种植面积1000
亩。村“两委”制定了一系列奖励措
施，公开向全体村民承诺：凡是新发
展茶叶的农户，村负责免费用挖机
吊槽，每斤茶种补助1.5元（农户只需
付0.5元），每亩补助化肥50斤，免费
发放无性系优质茶苗等。

吴承彭和村民们积极响应，
全村掀起了种茶高潮，全村 711
户，有 600 多户都种了茶，到 2009
年 全 村 茶 叶 种 植 面 积 已 增 至
4000 余亩。

“我们村的地理位置特殊，与周
边村虽只有一山之隔，但春茶采摘
的时间要晚半个月左右。这就导致
我们的春茶总是卖不上好价钱，茶
农收入不高。”望天村村委会副主任
吴金学说，于是他们便另辟“赛道”，
开发夏秋茶。夏秋茶一年能采茶叶
4到5次，茶叶生产时节能从每年4
月一直延续到10月。

夏秋茶茶叶较为粗糙，市场价
格较低，但生长速度快，采摘周期
长，产量远远高于春茶，利用机器采
收夏秋茶，效率高、成本低。这也是
年近七旬的吴承彭仍能坚持事茶的
原因。他将茶叶采下后，用尼龙袋
装好，放在路边即可。茶叶加工厂
的负责人吴雷会开车将这些茶叶运
到茶厂。吴雷是一名“90后”，2018
年回乡从事茶叶生产，他承租有100
多亩茶园，还经营了一家茶叶加工
厂。担心茶农们年事已高运输茶叶
不方便，他便开车到田间地头去帮
茶农们转运茶叶。

“今年茶叶长势很好，高峰期一
天要收四五万斤鲜叶。”吴雷说，每
年他要收500多吨鲜叶，加工粗制
茶200多吨。每一批茶加工好后，

就有湖南、湖北和本省六安、黄山等
地的茶商上门收购，供不应求。

如今，望天村茶叶种植面积近
5000亩，年产干茶约2400吨，其中
名优茶约 120 吨，夏秋茶 2280 吨。
该村平均亩产干茶一千多斤，亩产
值达到8000元，人均种茶单项收入
9400余元，占农业收入的83%。

延伸产业链
拓宽群众致富路

曾经无人问津的“废叶”摇身一
变成为“金叶”，不仅提高了茶资源的
利用率，还带动了茶企茶农再增收。

6月13日，在北中镇花冲村大塘
组的一处茶园里，王占东夫妇正忙
着采收茶叶。他俩是职业采茶人，
一天能采3000斤鲜叶，鲜叶能卖 1
元一斤，收入与“东家”平分。6月上
中旬正是第二批夏秋茶的采摘旺
季，找王占东夫妇采茶得提前预
约。“我们除了帮别人采茶，自家也
承包了80余亩茶园，每年要从3月
一直忙到10月。”王占东说。

在北中镇，像王占东夫妇这样
的采茶夫妻共有16对。他们一人背
着采茶机，一人牵着收集袋，配合默
契，每天最多的能采4000斤鲜叶，

最少的也能采2000多斤鲜叶。
鲜叶采收结束后，王占东会送

至附近的花冲茶厂。茶厂内，机器
轰鸣，正在加工夏秋茶。在杀青喂
料口，工人正拿着工具翻滚鲜叶，鲜
叶从链式履带上自动进入杀青炉，
杀青后就会自动输送到揉捻机里，
揉捻过后再由履带输送至烘箱，再
入烤焙箱、烘干箱，不到两个小时，
就能完成粗制茶加工。

“这种粗制茶每斤能卖六七元，
茶商买回后还需进行精制，最终通
过拼配后，出口到国外。”花冲茶厂
负责人马卫东说。

北中镇有16家夏秋茶加工厂，
但仅有1家有精深加工能力。随后，
记者来到了位于北中镇马嘶村的这
家茶叶精制厂。在该厂茶叶精制车
间，记者看到粗制茶进入生产线后，
最终被分拣出茶叶颗粒、茶叶灰、茶
叶梗等产品。

“这些茶叶颗粒、茶叶灰、茶
叶梗都有人收购，我们一部分外
卖，一部分自己出口。”茶厂负责
人吴永忠介绍，他们在2021年获得
了农产品（茶）出口许可证。吴永
忠的儿子吴清还在塞内加尔注册了
公司，去年他出口了3000吨夏秋茶
到塞内加尔、摩洛哥等西非国家，

创外汇69.7万欧元。
吴永忠的茶厂不仅能加工夏秋

茶，还能加工红茶、黑茶等。高峰
期，他一天要收45吨鲜叶。他的茶
厂和茶园里，一年四季都有工人劳
作，每年要支付工资100多万元。

频繁采收鲜叶，是否会对茶树
有影响？北中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
中心农技专家杨运松介绍，茶树越
采越长，只要肥培管理跟得上，夏秋
茶采收不仅不会影响来年春茶产量
和品质，反而因为采摘面平展便于
春茶采摘，提高了工效。

近年来，北中镇大力推广实施
茶园有机肥替代化肥、茶叶病虫害
绿色防控等先进适用技术，年施商
品有机肥8000多吨、田间堆肥4000
多吨，成龄茶园每亩可产夏秋茶 2
吨多，再加上春茶，茶园年亩产值可
达7000多元。

如今，北中镇近 4 万亩茶园，
已有六成茶园开采夏秋茶，年产
干茶 8000 吨，年产值 1.56 亿元。
从“春茶一季”到“四时有收”，该
镇通过延长茶叶采摘期和产业链
条，带动群众通过茶园流转、茶叶
采摘、茶厂务工等方式在不同的
季节增收，最大限度发挥了茶产
业的综合效益。

山乡开辟茶产业“新赛道”——

一 片 茶 叶 卖 四 季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刘 灿

茶树青翠葱茏，茶田青绿一片，茶农分工
协作，正忙着用机器采收茶叶……初夏时节，
茶园大都已进入休整期，但在太湖县北中镇，
绿意盎然的茶园里依然是一片忙碌景象。

近年来，为振兴茶产业，北中镇在传统模
式基础上开辟“新赛道”，深挖夏秋茶市场潜
力，加大对夏秋茶的开发。曾经无人问津的

“废叶”，摇身一变成为“金叶”，不仅提高了
茶资源利用率，也带动了茶企茶农再增收。
夏秋茶产业链的不断完善，让北中镇从“春
茶一季”变为“四时有收”。

本报讯 “三夏”时节，随着小
麦收割的全面结束，宿松县洲头乡
随即开启了夏种模式。连日来，全乡
各地抢季节、争农时、忙农事，为今
年秋季的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6月9日，在洲头乡罗渡村本忠
家庭农场450亩的大豆种植基地，数
台机车来回穿梭，机声隆隆，灭茬深
翻、旋耕整地、施肥播种、封闭灭草，
多台机车“一条龙”无缝对接作业，一
粒粒饱满的大豆种子被均匀播撒进
田地里。农场负责人邓本忠介绍：

“我们这几天抓住晴好天气，利用有

利的土壤墒情，组织机械进行抢种作
业，播种进度较快，即将全面结束。”

据悉，今年洲头乡夏种工作以
“抢”字当头，以“质”字为先。洲头
乡早部署早安排，全面组织发动抢
收抢种，结合实际情况及时将任务
细化到村、分解到户，做到抓住农时
趁墒抢种、应播尽播，保障夏种任务
有序完成。同时，为提高播种质量，
大力推广种子包衣、根瘤菌剂接种
等控害增产措施。

洲头乡农技人员高志祥介绍，
对大豆等种子进行包衣处理，可以

有效防治地下害虫和苗期病虫害；
通过接种大豆根瘤菌及科学合理施
肥，能够增强根瘤菌共生固氮能力，
减少化学氮肥用量，提高产量、改善
品质、培肥地力，促进节本增效。以上
两项措施可以使大豆增产15%左右。

与此同时，在洲头乡泗洲村益
祥家庭农场数百亩的水稻种植基
地，伴随着一阵阵螺旋桨的蜂鸣声，
无人机正在操作人员的操控下进行
着水稻直播作业。无人机按照预设
航线，在稻田上方盘旋，将已经浸种
催芽的稻种，均匀地播撒在已经平

整好的稻田里。据现场人员介绍，这
是当地农技部门推广的“水稻旱播
水管”栽培模式，该模式是在上茬作
物收获后，直接将稻种播撒在整理
好的大田中，省去了泡田打浆、育苗
插秧等诸多复杂繁重工序。旱直播水
稻不仅能够降低劳动强度、减少投资
成本、节约水资源，还能够抢抓农时
提高水稻播种效率，有效缩短水稻生
育周期，加快生育进程，促进了水稻
生产轻简化、机械化和规模化。

“种子播下、管理跟上”，连日
来，洲头乡积极组织农技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即种即管，确保
苗齐、苗匀、苗壮。

洲头乡农技站站长唐大江介
绍：“当前全乡夏耕夏种正在如火如
荼地进行，截至目前已经完成夏播
面积6万多亩。我们紧盯秋收作物
大面积单产提升的目标任务要求，
优化种植管理措施，打好技术‘组合
拳’和‘连环招’，不断提升关键技术
的到位率、覆盖面，全面提升夏耕夏
种技术水平，为夏耕夏种保驾护航。”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
员 胡锦文 余宜胜）

洲头乡：夏耕夏种农事忙

【案例】2021年2月，沈某入职
甲公司，月工资4000元。2021年4
月1日，诈骗分子通过公司法定代
表人陈某的邮箱向沈某发送信息，

要求沈某整理一份在职人员花名
册。沈某将花名册发到对方邮箱，又
通过微信告知陈某，但陈某未作回
复。第二天，诈骗分子通过陈某的邮
箱向沈某发送信息，要求其加公司
高层QQ工作群，沈某随即加入该
QQ群。2021 年 4 月 6 日，沈某按
QQ群中“陈某”的要求，将107万元
款项汇入指定账户。沈某发现被骗
后报案，资金未被追回。公司与沈某
协商后达成协议：沈某赔偿公司
107万元及利息。沈某支付2万元
后，不同意继续支付，公司提起诉
讼。一审法院认为，沈某因履行职务
使公司遭受的损失应由公司承担，
沈某存在重大过失，酌情赔偿公司7
万元，扣除已支付的2万元，尚需支
付5万元。一审宣判后，公司不服，

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说法】安徽中皖律师事务所

张金金律师解析，《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法》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
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属于劳
动争议。沈某在履行职务过程中
给公司造成损失，本案属于劳动争
议，不是一般民事纠纷。劳动者在
履职过程中因第三人侵权造成用
人单位损失，劳动者如何承担赔偿
责任，现行劳动法未作明确规定。
司法实践中，一般参照《工资支付
暂行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以及《民
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的归责
原则，从对劳动者特殊保护，兼顾
公平出发，根据劳动者的不同过
失，确定赔偿责任。如劳动者故意

造成用人单位损失，应当承担全部
赔偿责任；如劳动者因重大过失造
成用人单位损失，酌情适当赔偿
用人单位损失；如劳动者因一般
过错造成用人单位损失，免除赔
偿责任。沈某存在重大过失，法
院据此酌情认定沈某赔偿公司7万
元。《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规
定，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
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劳动合同
无效，因此，公司要求沈某赔偿
107万元及利息的协议违反公平原
则，法院未采纳。

张金金律师提醒，近年来，犯
罪分子利用网络通信工具冒充公
司领导，对公司员工实施诈骗导致
公司损失的案件频发。用人单位
应当加强员工反诈培训，完善公司

财务制度，避免财产损失。员工履
行工作职责应当尽职勤勉，增强法
律意识，不给诈骗分子可乘之机。

律师简介：张金金律师，法律硕
士，安徽中皖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安
徽财经大学研究生实践导师，2019年
度安庆市十佳青年律师，2020年抗击
新冠肺炎“安庆好人”，安庆市涉案企
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专业人
员名录库专家成员，安庆市律协副秘
书长，安徽省律协金融保险专业委员
会委员，安徽省律协青年律师人才库
成员，荣获安徽省法学会《民法典》研
究征文活动二等奖。

员工遭遇网络诈骗，公司损失由谁承担？

张金金律师

本报讯 6 月 13 日，潜山市人民检察院
第四期“潜检大讲堂”开讲，刑事检察部门两
名青年干警走上讲台，他们结合自身办案实
践经验，分别就如何找准刑事抗诉案件“抗
点”和加强涉未成年人案件言辞证据审查与
大家积极探讨交流，分享经验做法，进一步开
拓干警思维，为今后办理此类案件提供较好
的实践指导。

今年以来，为强化检察业务交流，进一
步发挥以讲促学作用，全面提升干警政治素
质和业务水平，潜山市人民检察院已连续举
办四期“潜检大讲堂”。“潜检大讲堂”以解
决工作中实际问题为导向，将课程内容重点
着眼于基层检察工作实务，由干警结合自身
业务领域自主选题、精心备课，实现教学相
长、双向进步的目标，有效营造了“比学赶
超”良好工作氛围。 （通讯员 储冬云）

潜山市检察院：以讲促学提素质

6月13日，在太湖县北中镇花冲村大塘组的一处茶园里，王占东夫妇正在用机器采收茶叶。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