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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头乡泗洲村地处洲头乡南部边
缘，直面长江，同处永天圩内，同马
大堤外侧。1928年修建永天圩大堤，
全村有5公里长江水岸线，特殊地理
位置让泗洲村在每年的防汛工作中处
于十分重要的关口。

史国正：保小家为大家，
外地赶回守堤感动村民

“十分低调”“不愿有过多关注”
“务实踏实”……是在采访泗洲村退
休老书记史国正之前，从村干与村民
的口中得知的。他大半辈子奉献给了
这个他土生土长的泗洲村，从1993年
到村工作任会计一职，2008年任泗洲
村党总支书记，一直到2021年退休，
每年他的身影都出现在防汛一线，在
2020年防汛抗洪工作中表现突出，被
授予“安庆好人”称号。

史国正退休后一直在合肥带孙
子，这次特意赶回家，回到村里后，
史国正主动请缨，立即投身到巡堤工
作中。他每天清晨和傍晚都会去巡
堤，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和堤坝状况。

“我的老母亲也还在泗洲，这是我的
家乡，我有责任也有义务保护我自己
的家园，所以没什么值得赞颂的。”

和史国正聊天中，听到最多的就是
“没什么”“应该的”“很正常”。

在防汛期间，史国正不仅关注着
自家的小家，更关心着整个村庄的安
全。他积极组织村民们参与巡堤工
作，向大家宣传防汛知识，提高村民
们的防汛意识，还召集多位在外的党
员回村投身防汛工作。

何实楼：防汛一线，73岁
老党员的光荣使命

今年73岁的老党员何实楼是洲头
乡金坝村村民，7月 1日是他主动请
缨，上防汛一线的第3天。

7月1日下午，记者来到洲头乡金
坝村同马大堤宿松段第33号工棚，见
到了何实楼。老人憨厚朴实，满脸的皱
纹见证了他一生的辛勤付出，虽然年事
已高，但他的精神矍铄，步伐稳健。

“七一”这天，何实楼收到了一
份特殊的礼物——“光荣在党50年”
纪念章。这是对他五十年来党龄的肯
定，也是对他主动参与防汛工作中表
现的褒奖，老人手捧纪念章，不断地
翻看。“我和何老开玩笑，今天收到
了大党徽，就把胸前的党徽送给我，
他呀，眉头一皱，连连摆手。”住在

同一个帐篷的村民打趣地和记者说。
对于同马大堤，何实楼有着别样

的情怀。在他19岁时，就曾一挑一担，
参与了大堤的维修加宽工程。“从我记
事起，就看着父辈们如何抢险防汛，我
的家曾经也被冲毁过，所以每次防汛
时我们都主动上前线，保护自己的家
园。”每天，何实楼同防汛民工同吃同
住，日夜坚守，每4小时巡逻一遍大堤
情况，清理坝外杂草，查渗查漏。“作为
一名老党员，趁我还能为村里做点力
所能及的事，我要继续发挥余热。”何
实楼望着大堤，淡淡地说。

余昌友：老党员、老退伍
军人的后勤坚守

同样收到“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的余昌友，也是这次防汛期间自告奋勇
上一线的老党员之一。今年72岁的余
昌友不仅积极参与防汛工作，还主动为
大家做起后勤保障工作，照顾一日三餐。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他身体素质
过硬，精神矍铄。“1969年，我在原
北京军区服役，四年的军营生活，造
就了我敢想敢干、吃苦耐劳、不怕挫
折的性格。”余昌友提起自己的从军
经历，滔滔不绝。

余昌友主动承担起后勤工作，为
同工棚的人员提供美味的饭菜。“余
老是个热心肠，原本我们吃饭每次要
走一公里，遇到暴雨，路途十分难
走，余老便主动提出自己找一户人
家，在附近给我们做饭。”该工棚负
责人柯立说道。

余昌友早起晚睡，精心准备每一顿
饭，确保大家能够在防汛工作中保持良
好的体力。为了保证大家能够吃得好、
吃得饱，他还亲自下厨，让大家在辛苦
的防汛工作中感受到家的温暖。除了
做饭，余昌友还主动承担了采购食材和
燃料的任务。他骑着车，穿越凹凸不平
的道路，克服种种困难，确保后勤保障
充足。在余昌友的精心照料下，防汛一
线的人员没有了后顾之忧，他们能够全
身心地投入到防汛工作中。

“原来在部队，是保家卫国。现在
身为一名老党员，我还是和年轻时一
样，保护我们自己的家园。这是军人
该做的事。”余昌友坚定地对记者说。

7月1日，洲头乡有三名老党员在
防汛现场收到“光荣在党50年”纪念
章。防汛期间，宿松县洲头乡成立13
个了临时党支部，共92名党员坚守在
防汛一线。
全媒体记者 许娟 通讯员 袁洁

在防汛一线 他们收到一枚特殊的纪念章
本报讯 近日来，地处大别山

腹地的岳西县古坊乡遭遇了汛期持
续强降雨的侵袭。作为地质灾害多
发地区，该乡古坊村面临着严峻的
防汛形势。面对风雨，一支由古坊
村书记殷延海以及村两委成员王小
霞、刘霞等人组成的“娘子军”，
成为在防汛一线绽放的铿锵玫瑰。

洪灾面前守初心，危急时刻显
担当。暴雨来袭时，殷延海的足迹
踏遍辖区内每一处隐患点，当险情
出现，她的身影冲锋一线，真正用
实际行动诠释着“巾帼不让须眉”
的责任和担当。殷延海带领村两委
的“娘子军”充分发挥了女性特有
的细心和耐心，不仅在组织转移工
作中做到了有条不紊，还在安抚村
民情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6 月 22 日上午，连夜降雨过
后，古坊村多处发生山体和道路塌
方。接到村民报告，殷延海迅速带
领村两委组成调查组，赶往塌方路
段实地勘察，并将灾情如实上报。
勘察结束后，她们实际情况，制定
出详细的善后重建方案，并积极协
调各方资源，组织村民展开自救互
救，有力保障了受灾村民的基本生
活和生产秩序。

2023年古坊村村集体发展了10
余亩红心猕猴桃，但是因连日强降

雨，导致猕猴桃产业园被雨水冲
洗。殷延海深知猕猴桃最怕水涝，
多次带领村两委成员到猕猴桃产业
园开展抢险救灾。每次殷延海都是
带头扛起铁锹、抬起沙袋，只为了
能保住这片村集体资产。

6月28日17时安庆市岳西县防
汛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为确保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天晚上，殷延海
连夜冒雨赶往地质灾害隐患点及切
坡建房户。一路上，道路泥泞，风雨
交加，但她毫不畏惧，因为心里装的
都是群众。每到一户，她都耐心劝
说，细心安抚，帮助村民收拾行李，
确保每一位村民都能安全转移。

6月 29日下午，持续不停的强
降雨导致山体塌方，数棵大树翻倒
在古坊村杨冲组的主干道上，交通严
重受阻。殷延海得知后，立即第一时
间赶到现场，组织人员清理挡在道路
上的树干树枝。经过大家的共同努
力，主干道上的树干树枝被及时清理
干净，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

雨未歇，防汛不歇，汛期未
过，行动不懈。在殷延海的带领
下，古坊村的“娘子军”仍然坚守
在防汛一线，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全 媒 体 记 者 何 飞 通 讯
员 王旻）

岳西：
铿锵玫瑰 防汛一线绽芳华

本报讯 6月30日上午，太湖
县北中镇老年学校、综合文化站与
明珠村老年学校教学点联合开展了

“盛世庆‘七一’，颂歌献给党”——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文艺
汇演活动。大家齐聚一堂，共同庆
祝党的生日，用歌声、舞蹈、戏曲等
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表达对党的
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活动在《开门红》腰鼓舞中拉
开序幕，这支充满激情的舞蹈，象
征着北中镇人民群众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貌。接下来是广场舞《红歌连
跳》，这是一组革命红歌，让大家
在歌声中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感受

那份坚定信仰和奋斗精神。筷子舞
《蒙古新娘》，融合蒙古族的传统文
化，展示当代女性的柔美与坚韧。
旗袍秀扇子舞《中国茶》，将旗袍
与扇子进行完美结合，展现女性的
优雅与魅力。黄梅戏 《穷马周》，
演绎出坚持正义、不畏权贵的坚韧
品质。此外，《导引养生功十二
法》《二十四式太极拳》《三十二式
太极剑》《中国功夫太极扇》等表
演，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武术演绎得
出神入化、炉火纯青，推动了全民
健身运动的蓬勃发展……

（通讯员 吴承钺 全媒体记
者 罗少坤）

太湖：
载歌载舞庆“七一”

本报讯 面对汛情，望江县杨
湾镇广大党员干部、志愿者持续昼
夜作战，在长江沿岸同马大堤及内
河巡查值守，排查安全隐患，确保
安全度汛。

杨湾商会时刻关注防汛工作，
心系一线防汛工作人员。6月30日
上午，杨湾商会会长带领会员单位
成员，冒着大雨来到杨湾镇防汛抗
洪值守点，将矿泉水、牛奶、方便
面和雨衣等慰问物资送达值守点。
向为全力守护在一线的防汛人员表

达关心和敬意。杨湾镇防汛抗旱指
挥部工作人员对商会多年来的工作
支持及社会爱心表达了感谢。相信
在各界朋友的帮助下，一定能共克
时艰，平安度过此次汛期。

杨湾商会自成立以来，多次组
织企业朋友积极开展扶贫、助学、
防汛、慰问特定人群等回馈社会的
公益活动，持续输出能量，彰显民
营企业家的责任担当。

（通讯员 李思贤 全媒体记
者 许娟）

望江：
商会慰问送爱心 安全守护暖人心

连日来，宿松县洲头乡持续强降雨，防汛形势十分严峻，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和群

众闻“汛”而动、冲锋在前，义无反顾冲在防汛抗洪第一线，其中有一群老干部、老

党员，他们用热血和忠诚筑起一道道坚不可摧的“红色堤坝”。

本报讯 连日来，望江县长岭
镇遭遇持续强降雨侵袭，为做好防
汛、抢险、救灾工作，长岭镇广大党
员干部闻“汛”而动，全面动员、全力
出击，在重点区域筑起“红色堤坝”，
让党徽在防汛一线闪耀。

为防范和减少洪涝灾害的发
生，6月30日，长岭镇龙林等村蹲
点镇干带领驻村工作队、村干部围
绕圩口泵站是否安全运行、排水沟
渠是否通畅、安全警示牌是否缺
失、大堤是否牢固等方面进行详细
排查。叮嘱泵站管理人员要时刻关
注气象、水位等预报预警信息，做

好防汛备汛应急工作，发现问题及
时上报，确保圩口泵站安全运行。

同时，长岭镇成立一支50人的
抢险队伍，建立各村（社区）17支
共255人的村级应急抢险队，参与
党员189人。各村组建党员先锋队
17支，共排查圩口2个，清理大小
沟渠5条，总长达22公里。同时，
该镇积极与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对
接，通过网络媒体、短信电话等多
种方式，将预警信息、工作指令及
时传递到基层网格。

（通 讯 员 何 鑫 全 媒 体 记
者 付玉）

望江：
闻“汛”而动，全力迎战

本报讯 连日来，桐城市出现持
续性强降雨天气。雨情就是命令，面
对强降雨，桐城市发动党员，冲在一
线，在防汛抗洪岗位上庆祝党的生
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月30日，由于持续暴雨天气，一夜
间江淮航道水位暴涨70多厘米，防汛压
力陡增。在江淮航道桐城市孔城镇桐梓
村段，6名党员志愿者开展巡堤工作，检
查河堤是否有渗漏、管涌等险情。此外
党员防汛志愿队还冒雨对村里的三八河
进行巡查，第一时间处置险情。

桐梓村党员詹世亮坦露心迹：
“现在是汛期，河水暴涨，我们作为
共产党员要站出来，为防汛出力，也
是为保护自己的家园。”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
年纪念日。桐梓村开展“党在我心中，
永远跟党走”主题活动，表彰优秀共产
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激发党员干事创
业热情。村里的文艺志愿者还载歌载
舞，用丰富多彩的演出庆祝党的生日。
同时，村党总支号召党员积极参与防汛
抢险工作，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孔城镇桐溪村党总支成员在6月
30日整天深入各村民组，巡查受灾情
况，商讨应对策略。桐溪村东边有一
条长约一公里的导流明渠，和引江济
淮工程的堆土区域搭界。桐溪村党总
支书记张长旺在巡查时发现，暴雨冲
刷将部分堆积的泥土和杂草带入到水
渠内，使得水渠堵塞，水位涨到接近
村道，这是往年没有遇到过的紧急情
况。为此张长旺紧急调来挖机将水渠
内的杂草勾出，再对淤泥进行清理。
经过接近3小时的施工，水渠终于疏

通，水位下降了接近15厘米，确保了
水渠周边的安圩、后院村民组接近
260余人的出行，保护了近300余亩
的农田不被淹没。

为了应对强降雨天气，目前桐城
市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全
市成立了以党员为主的应急共1000余
人，深入中小水库、中小河流、沿河
低洼地带等，认真做好防范应对工
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
员 余大国）

桐城：党员坚守防汛一线 争当风雨“守护人”

本报讯 近日，安徽省人民检察
院组织选编了《黄山、池州、安庆、宣
城四市检察机关服务保障大黄山世界
级休闲度假康养旅游目的地建设典型
案例》。由岳西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的
《安庆市岳西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
地热水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入选。

岳西县温泉镇温泉街现有温泉浴
所30家，地热矿井30口。该30家洗
浴经营商户在未办理采矿许可证和取
水许可证的情况下，私自通过地热矿
井抽取地下热水的方式经营洗浴业
务，造成矿产资源和水资源大量流
失，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2022年12月底，安庆市人民检察

院了解到非法取用地下热水线索，根
据管辖规定交岳西县人民检察院办
理，安庆市人民检察院挂牌督办。

2023年 1月 12日，岳西县人民检
察院对本案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经
调查核实查明：自2008年以来，30
家洗浴经营商户陆续开始取用地下热
水用于经营，均未安装计量设备。30
家洗浴经营商户取水井全部位于岳西
县某地热有限责任公司取得的采矿许
可证范围内。

随后，岳西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有
关主管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依
法履行对本行政区域内地热矿产资源、
地下水的监督管理工作职责，对违法开

采和取用地热水的行为依法处理。
2023年4月，有关主管部门虽书

面回复岳西县人民检察院，但并未实
际整改，30家洗浴经营商户仍在取用
地下热水。2023年6月9日，岳西县
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
诉讼，诉请判令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履
行对地热矿产资源、地下水的监督管
理职责。2023年 10月 30日，法院判
决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求。

案件办理过程中，岳西县人民检
察院依托府检联动，最终促成招商企
业与村集体经济携手发展，共同合理
开发、利用和保护地热水资源。某村
股份经济合作社与30家取水户签订合

作供水协议，30家取水户均安装了取
水计量设施。2023年12月，有关主管
部门对30家商户取水工程完成验收，
并于2024年1月开始收取水资源费。

为进一步合理开发利用和有效保
护地热水资源，2023 年 12 月 27 日，
岳西县人民政府出台《岳西县地热水
资源管理办法》，明确地热水资源监
管单位及职责、保护区划定、合理开
发利用规则、部门协作要求、行政执
法规范与责任追究等事项，形成地热
水资源集约节约安全利用的长治长效
机制。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
员 胡斯琪）

公益诉讼保护地热水资源

6月27日，“省级示范学校”、怀宁
县月山镇老年学校举办“老有所学”
学年总结表彰暨成果展演，学员们精
彩的演出，博得观众阵阵掌声。

近年来，月山镇老年学校在优化
课程设置、强化师资保障等方面持续
发力，让500多名学员老有所学、老有
所乐、老有所教、老有所为。

通讯员 檀志扬 李心正 摄

老有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