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温下的高温下的坚守坚守

开栏的话

是时三伏天，天气热如汤。
三伏天，一年至热之时。自 7 月 15 日入伏以来，我市

连发多个黄色、橙色高温预警，局地甚至达到40℃。台风
过境后，高温再度袭来。滚滚热浪中，总有一些人不惧

“烤”验，头顶烈日坚守岗位；总有一些人不服“暑”，用汗水
润滑城市运转的齿轮。

即日起，本报推出“高温下的坚守”栏目，记录2024年
的盛夏，那些挥汗如雨、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们。

本报讯 炎炎夏日，在安庆街头，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每天负载近30斤
的装备，爬上数十米的高塔，迎着烈日
维护基站，保障市民信号“满格”。

7月24日16时30分，在宜秀区独
秀大道与祥和路交叉口，安庆铁塔公
司维护人员黄晓东与妻子刘青青正在
对一处覆盖近千名用户的通信塔进行
日常维护。黄晓东主要负责塔身安全

设施及塔顶运营商设备的维护，刘青
青则负责塔底基座的检修。当天，市
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我市
大部分乡镇街道24小时内最高气温在
37℃以上。

“这塔，可不是什么人都能爬的，
我们需要考取高空作业资格证、电工
证等持证上岗，还要经过一系列业务
培训。”黄晓东介绍，他和妻子在安庆

从事基站建设维护岗位已有8年，每
月需要对城区 100多座通讯塔进行维
护、检修。“我们的工作时间比较灵
活，现在每天早上4点钟就起床，趁
着凉快做事，忙到中午 10 点左右休
息，下午等温度下降再继续。”黄晓东
说，尽管已经避开了高温时段，但夏
季仍然是一年中最难熬的季节。

测完电确认安全后，刘青青帮黄
晓东穿戴安全带以及工具包，这些

“上塔必备品”的重量近30斤。“这种
塔一般高度在30-40米，原先刚干这
个的时候很害怕，不敢往下看。但随
着工作年限的增加，现在爬塔于我而
言是很平常的一件事。”通信塔沿线有
爬钉，他需要沿着一根根纤细的爬钉
向塔顶附近爬。为保障安全，每向上
一步，他都需要先用挂钩挂好上方的
爬钉，这无形中增加了攀爬的时间。
期间，他还需要留心塔钉是否出现锈
蚀、脱落，以及防坠绳的是否牢固，
一旦发现异常，需要及时上报，并进
行检修。

15分钟后，黄晓东爬至运营商设

备所在位置，检查螺栓有无松动、箱
体有无掉漆情况。塔顶有近 10 套设
备，每检查完一处，他便小心翼翼地
挪动到另一处设备，再按步骤进行检
测。由于塔上没有休息的地方，期间
出现乏累，他只能找结实的地方靠一
下，擦下眼中的汗再继续。

17 时 10 分，黄晓东完成塔顶检
修，一步一步地往塔下挪。下塔后记
者发现，他全身的衣服已经湿透。“烈
日暴晒下，爬钉和设备都有点烫手。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我们就要任劳
任怨，保障大家的通信畅通。”简单地
喝了口水、擦了擦汗，他与妻子便前
往下一站。

截至目前，安庆已建成 5G 基站
8420个，在市民们畅通网络的背后，
是无数个像黄晓东这样迎战烈日的
维护人员。
（全媒体记者 余永生 通讯员 陈志刚）

负荷30斤 攀登40米

他们爬上高塔只为信号“满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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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眼下，正值项目建设的
“黄金期”，桐城市锚定目标、紧抓快干，
全程跟踪、逐个督办，项目建设每天都
有新进展、新形象，全市各项重点工程
建设加速推进。

7月24日，在引江济淮二期工程桐
城市第三水厂取水口门工程现场，装载
机、挖掘机、吊车的轰鸣声此起彼伏，施
工人员正头顶烈日在工地上穿梭，进行
主泵房和副厂房的主体建设，作业面全
线多点铺开，重点项目快马加鞭，施工
现场热闹繁忙。

“我们现场配备了一些必要的防暑
降温药品并采取了一些防暑降温措
施。在工作的时间上，我们避开高温时
段，确保工人作业安全。”该工程项目副
经理周金磊说。

桐城市第三水厂取水口门项目属
于引江济淮二期项目，取水水源为菜子
湖线，主要以城乡供水为主。项目于今
年 1月 18日开工，总投资额约7000万
元，工期12个月，日供水量达10万吨。
工程分为取水口和泵站两个部分，目前
主体工程已经完成施工进度的60%，副
厂房独立基础已完成，计划在9月底完
成主副厂房的建设和机械设备的安装，
具备通水条件。

为早日圆百姓“安居梦”，引江济淮
桐心家园安置房工程项目现场正全力
以赴加快施工进度，数栋崭新的住宅楼
已顺利建成，挖机、铲车等大型机械往
来穿梭，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利用高
温错峰时间分散在各个作业面进行最
后阶段的扫尾工作。

据该工程项目经理王从周介绍，该

项目总投资2.4亿元，目前已完成安置房
主体建设、部分主道路基层施工、人行道
路铺装及消防登高面基层施工。正在进
行的是地下室水电、消防安装、主道路、
水稳施工、路缘石、配套绿化等工程施
工。现在整体施工进度已达80%左右。

桐心家园安置点项目是安徽省引江
济淮工程桐城段的重要配套工程，也是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民心工程，主要为工

程涉及的部分拆迁居民提供安置住房，
建成后可满足668户居民的住房需求。
安置小区的建设，事关民生福祉，既要保
证项目进度，更要保证项目质量。

“项目建设单位将始终严格按照施
工规范和标准进行建设，在施工进度、
安全质量、文明施工等方面做到高标
准、严要求，确保9月底完成项目竣工
验收。”王从周介绍。

据了解，桐城市2024年政府性投资
重点工程项目共86个，总投资434.93亿
元，目前已开工 61 个，总开工率达
70.93%。“我们采取月调度、月汇报措施，
加强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管，保证高质高
效完成建设任务，确保全市重点工程早
竣工、早投产、早见效。”桐城市重点工程
建设管理中心总工程师刘宝红说。

（通讯员 金洁 汪立）

战高温保进度 重点工程“加速度”

本报讯 随着台风过境，高温
天气逐渐发展，晴热高温天气持续
回归，又将霸屏一段时间。高温环
境下作业和需要长时间户外露天作
业的人员应采取防暑降温措施，特
别注意老弱病幼人群的防范工作。

热带低压“格美”7月 28日在
湖北省境内进一步减弱，目前已很
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已
于当日8时对其停止编号。刚刚过去
的周末，我市西北部有小雨，局地
中到大雨，最大降雨量在岳西青天
站，为30.6毫米。共有16个自动站
阵风达7级以上（主要在岳西、潜山
境内），其中3个阵风8级以上，1个
阵风 9 级 （岳西虎形 21.1m/s）。7 月
29日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再次加强
西伸，高温天气将以江浙沪为中心
逐步扩展蔓延，暑热天气卷土重来。

中国气象局规定日最高温度
35℃（含）以上为高温日，连续3天

以上的高温天气过程为高温热浪。
未来三天宜城最高气温将达到35℃
左右。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体的散
热变得困难，容易导致体温升高，
引发中暑。中暑全称高温中暑，是
指由高温气象条件直接引起人员出
现轻症中暑或重症中暑的临床症
状，并能排除普通感冒、急性胃肠
炎等疾病引起的相关症状。一旦发
现有人中暑，应立即将其移至阴凉
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不论使用
何种方法，迅速给病人降温。比如
用湿毛巾、冰水或冰袋进行全身降
温，尤其是颈部、腋窝、腹股沟等
大动脉搏动处。如果急救人员未能
及时赶到，请继续拨打120、110等寻
求更多的指导与帮助。

今明两天安庆的具体天气情况
为:7月29日晴天，27-35℃。7月30
日多云转晴，28-35℃。

（全媒体记者 刘惠子）

台风过境 高温再临

本报讯 7月 24日，记者从林业
部门获悉，省林长办近日通报了2023
年全省林长制考核结果，安庆市为全
省第一名，获2023年度省政府督查激
励。截至本次折桂，我市林长制已连
续6年获得省政府督查激励。

2017年安庆市在全省率先试点实
施林长制改革，经过多年改革实践，
探索形成了“六个一”改革模式，
即：一个责任体系、一个规划体系、
一套支持林业发展政策体系、一个林
长制地方性法规、一个林业科技支撑
体系、一个林长制智慧平台。该模式
被国家林草局多次宣传推介，并入选

全省十大改革案例。
2017年以来，我市累计完成人工

造林68万亩，占全省六分之一以上；
改造芭茅山为“茶山竹海”26万亩，
超过前20年的总和；近五年森林火灾
和森林受害面积，与前五年相比分别
下降84%和87%。创建全国绿化模范
县2个、省级森林城市7个、省级森林
城镇66个、省级森林村庄559个，林
业生态建设水平明显提升。

截至目前，全市林业经营主体数
量2566个，与改革前相比增长91%，
其中省级以上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94
家、省级现代林业示范区18家，数量

均居全省第一。建成高效林业基地184
万亩，其中，油茶90.48万亩、全省第
2；怀宁蓝莓7.45万亩、长三角地区最
大。林业产业带动42.6万户林农直接
受益，户均年增收3500元以上；7694
名低收入户被选聘担任生态护林员，
人均年补助超过8000元。2023年，我
市实现林业总产值632.9亿元，与改革
前相比增长97%。

改革以来，我市林业治理能力明

显提升，由过去林业部门“单兵作
战”变成“一把手”工程和“兵团作
战”，形成党政同责、属地负责、部门
协同、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森林资
源保护发展长效机制。七年来，市县
两级林长累计巡林督查2500余次，协
调解决突出问题350余项，查处涉林
刑事案件 288 起、行政案件 1184 起，
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1642人次。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通讯员 王磊）

考核全省第一 连续6年获省政府督查激励

林长治林：青山添绿 金山增效
本报讯 7 月 26 日，记者从市

教育招生考试院获悉，今年全市共
有155名考生被军校录取。经过层层
筛选，今年我市共有8名高中毕业生
成功闯关海军、空军“招飞”，其
中，1人被录取为海军飞行学员，7
人被录取为空军飞行学员。

随着2024年安徽省提前批军事
院校录取结束，全市共有155名考生
被军校录取。其中，收到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回信的潜山野寨中学有51人
被军校录取。在“招飞”方面，通过政
治考核、体格检查、心理品质、文化成

绩等方面的全面衡量、综合评定，来
自怀宁中学的1名考生被录取为海军
飞行学员，来自安庆一中、安庆七中、
怀宁中学、太湖二中、宿松中学（2
人）、潜山野寨中学共7名考生被录取
为空军飞行学员。

下一步，全市教育系统将始终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坚持特
色办学、深化国防教育，帮助安庆学
子坚定努力求学从军报国的决心和
信念，努力建设一批军事院校优秀生
源基地，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
献力量。 （全媒体记者 项珍）

今年我市155名学生被军校录取

7月27日，安徽省2024“世界肝炎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医务人员正在开
展义诊。今年的7月28日是第14个“世界肝炎日”，主题是“消除肝炎 积极行
动”。省预防医学会、省疾控中心、市卫健委、市疾控中心、市预防医学会等单位
现场向市民普及预防肝炎相关知识，呼吁大家积极预防、主动检测、规范治疗。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开展专题讲座、互动有奖问答、义诊等
活动，向市民普及肝炎的传播途径、饮食和保健指导等知识，提高公众对肝炎的
认识和预防意识。 全媒体记者 项珍 通讯员 刘革 摄

“世界肝炎日”主题宣传活动举行

本报讯 盛夏时节，宜秀区白
泽湖乡芭茅村百亩莲藕基地里荷花
盛开，放眼望去，莲叶浮出水面，
荷花亭亭玉立，莲蓬随风摆动，天
空中不时有白鹭掠过，一幅田园美
景图令人心旷神怡，吸引不少游客
前来观赏。

“这地方风景很优美，离市区也
不远。正好孩子放暑假，我带他到这
儿看看荷花、赏赏景，还可以品尝当
地的土菜，感觉很惬意。”前来观光
的市民方霞说。

美丽动人的荷花不仅扮靓了小
乡村的颜值，还铺就了一条致富之
路。芭茅村三面环水，境内有近千
亩水面。近年来，该村利用地理优
势，以“村集体+种植户”模式开展
莲藕种植，从赏荷花到采摘莲藕、
藕心菜再到深加工，推动产业融
合，让“荷花经济”飘香不断。

“莲藕的经济价值较高。五一前
后，藕塘里的藕心菜成熟上市，每
亩产量约100斤，每斤能卖到5至6
元；中秋前后，莲藕逐渐上市，每

亩产量约1万斤，每斤能卖到1至2
元。”该村莲藕基地负责人王小军介
绍。2020 年起，王小军承包了 600
余亩水面种植莲藕，主要销往安庆
及周边的批发市场，每年可为村集
体带来近30万元收入。“藕塘采收是
一年中最忙的时候，每天大约有20
名村民在这里务工。挖藕是个力气
活，每人每天的薪酬在300元到500
元不等。”王小军说。

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2022
年，王小军建立了莲藕加工车间，
将莲藕加工成藕粉等产品，通过注
册商标、精美包装，让莲藕的“身
价”上涨，每年可增收近10万元。

此外，该村还依托莲藕基地举
办“荷花节”，展销当地特色农产
品，吸引游客前来游玩、采购农产
品，并新建栈桥、观景台、农家乐
等配套设施丰富游客体验，着力打
造“休闲农业+观光旅游”的乡村产
业新格局。

（全媒体记者 余永生 通讯
员 刘忆萍）

“荷花经济”飘香不断

①7月24日，桐城市第三水厂取水口门工程主体建筑正在施工。根
据目前施工进度，预计将提前两个月左右投产，届时将每日供水10万吨
以上，保障当地30万人口饮用水需求。

②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吊装作业。
全媒体记者 徐火炬 通讯员 罗秋娟 摄

（上接第一版）
在迎江，新洲乡的“彩虹路”使得原

本单调的黑色路面变成了“小清新”，成
为游客们的打卡地。该乡充分利用地
理优势，以“半日乡村半日城”的“安庆
后花园”为方向，以生态为底色，聚焦田

园风光，打造“生态岛、旅游岛、幸福
岛”，返乡创业热潮涌动。

在宜秀，罗岭镇黄梅村的辣椒基
地内一片火红，通过“错季作业+多元
增收”，让原本以菊花为主导产业的黄
梅村，集体收入净增50万元，带动了

一批村民增收。而这与该村返乡创业
者张平密不可分。“乡村振兴，家乡大
有可为。”张平说。

在大观，作为“全国文明村”的
海口镇镇江村，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
7大类项目建设稳步推进，不仅为该

村发展迎来了新机遇，更为未来乡村
发展带来了更强的“磁性”。“随着家
乡建设得越来越好，可以预见，返乡
创业的人肯定越来越多。”该村党总支
书记陈声生对未来乡村发展满怀信心。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②②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