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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近日，桐城市孔城镇长岗村桂

老组听障村民张某来到该村为民办事大厅，
不停地打着手势与村党总支书记进行“交
流”，并晃动大拇指对村干部陈慧表示赞扬。

8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张某急匆匆来到长岗
村为民办事大厅求助，村干部陈慧立即上前询
问，得知独居的张某在家里干活时，被一块砖
头砸伤了手指。陈慧马上带他赶到村卫生
室，村医说伤在关节部位，建议去镇卫生院就
医。陈慧随即驾车带着张某赶到附近的吕亭
镇卫生院，并跑前跑后为其办理缴费等手续，医
生及时为张某处理和包扎了伤口。当天，陈慧
联系了张某的妹妹，告知了张某的情况，考虑到
天气炎热和哥哥的身体状况，张某的妹妹决定
出钱为其安装一台空调，但张某不愿意。后经
陈慧劝说，张某终于同意，她随即告知张某的
妹妹并联系商家为张某安装了空调。今年以
来，长岗村“两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
心用情办实事、解民忧，深受群众好评。

（通讯员 雷江水 吴春富）

孔城镇：

用心用情办实事解民忧

本报讯 “这是谁的车，影响车辆通行
啦！请出来挪一下。如果您没时间，把钥匙给
我，我来挪。”这是8月25日晚，宿松县交警城
管联勤专班和交警一中队在县城人民西路维
护夜市周边交通秩序时的情景。

暑期里，宿松县城人民西路和上河苑路段
夜市较为火爆，一些餐饮店把摊位摆到了店门
口，导致路面违规停车现象较普遍，影响道路通
行。该县交警和城管部门针对具体情况，通过宣
传、劝导、纠正、守护等措施，共同维护夜市周边
交通秩序。8月份以来，共纠正违停车辆680余
台次、不规范摆摊设点130多人次。执勤执法
人员在维护秩序的同时，还进行“一盔一带”宣
传，并提醒群众切勿酒后驾车，夜间出行注意
交通安全。“车辆随意在道路上停放，势必影响
其他车辆通行，夜市经营者和消费者都应该
守规矩。不管理就会乱套，规范管理才会有
好秩序。”人民西路居民张先生如是说。

（通讯员 李政平）

宿松县：
交警城管共同维护夜市秩序

本报讯 为丰富返乡大学生参与社会实
践活动，助力家乡发展，日前，望江县凉泉乡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凉泉村组织返乡大学生
走向集镇街头，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实践活动，
以实际行动参与“清洁望江”行动。

活动中，大学生志愿者挨家挨户上门宣传
“清洁望江”行动，积极动员沿街商铺自发做好
“门前三包”。志愿者们与广大群众一起清理
堆放在道路旁的杂物，对乱停乱放的电动车进
行规范停放，共同维护集镇环境。“能够为家乡
的清洁出一份力，我感到很高兴，希望今后可
以经常参与这样的活动。”大学生志愿者龙苗
说道。在凉泉乡韩店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大
学生志愿者们还为孩子们辅导作业，陪他们阅
读课外书，同时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下一
步，凉泉乡将不断创新活动形式和内容，让更
多的大学生了解家乡的发展变化，引导他们志
愿加入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行列。

（通讯员 李国栋）

凉泉乡：

开展社会实践 助力家乡建设

深挖红色资源

小木米斗、竹筒水壶、牛角药
盒、红军大刀、电台电报机……一件
件带着岁月印记的老物件，一块块
图文并茂的红色历史展板，重现了
发生在这里的革命战争历史。这里
是位于皖鄂边界宿松县北浴乡罗汉
山村的罗汉尖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纪念馆外不远处，兵工厂旧址等历
史遗迹也已得到修复。

北浴乡是一片红色热土。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红二十八军、皖西特
委利用罗汉尖的特殊地理优势在此
创立革命根据地，成立大中华抗日
救国军，组建红军便衣队，开展游击
战争，涌现出了无数革命烈士、仁人
志士，在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
光辉篇章。

2018年以来，北浴乡累计投入
2400万元建设罗汉尖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修建了罗汉尖革命根据地纪
念馆，修复还原了兵工厂、槽纸坊、
思恩洞、山林医院、红军步道等历史
原貌。2021年底，罗汉山红色旅游
景区获批成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无数共产
党人和革命先辈在这片土地上抛头
颅、洒热血，留下了可歌可泣的红色
故事……”说起罗汉尖革命根据地
的历史，虞太文如数家珍。

即将步入花甲之年的虞太文，
是北浴乡一名乡镇干部、乡土作家，
在宿松县西北山区工作多年，对罗
汉尖地区的红色历史文化有着浓厚

兴趣和深入研究。
“我是听着革命先辈在罗汉尖崇

山峻岭中战斗的故事长大的，我在北
浴乡工作了30多年，发自肺腑地觉
得应该保存、传承好这份红色产业，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虞太文说，罗汉
尖作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
成部分，过去的历史较为碎片化，缺
少系统性资料，需要加以整理。

历史不能被忘却。为了再现
当年的战斗场景、革命先辈的英雄
形象，工作之余，虞太文就骑上摩
托车穿行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
上，寻访了解这段历史的老人，回
去再整理成稿。在近三年时间内，
他搜集整理出了十几万字的一手
宝贵资料，并按照时间节点，分人
物、战争、组织建设、政权建设等多
个方面归类成集。

2017年，在徽商职业学院及驻
村工作队的支持下，时任罗汉山村
第一书记的刘安国邀请虞太文参与
罗汉尖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的筹建工
作，当时他就把十几万字的资料全
部提供给了纪念馆。之后，他多次
同刘安国对接、交流，并整理出了上
墙展板所需的文字资料初稿。

纪念馆建设还需要历史实物作
为佐证，刘安国找虞太文想想办法，
虞太文就向周边群众发出了捐献倡
议。周边群众都知道虞太文近些年为
建设红色教育基地四处奔走，大家纷
纷响应，共捐出历史实物100余件。
2019年8月，纪念馆正式开馆。

截至今年8月，包括纪念馆在内
的罗汉山红色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

客32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
收入160余万元。

罗汉山红色旅游景区内，红色
文化广场、铜浮雕红色文化墙、红军
步道、山林医院等旅游景点的文字
介绍，都是虞太文逐字逐句把关
的。工作之余，虞太文还会沿着当
年的红军路，向人们讲述卡子门、兵
工厂、思恩洞等革命遗址曾经发生
的红色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2021年，中组部、财政部决定在
安徽省开展推动红色村组织振兴、
建设红色美丽村庄试点项目，凭借
着丰富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罗汉
山村脱颖而出，被列入安徽省49个
试点项目之一，也是宿松县唯一。

“正是由于挖掘出了独特的红
色历史文化资源，罗汉山村才被命
名为‘红色村’，罗汉山红色旅游景
区才成功创建国家 3A 级旅游景
区。去年，罗汉山村又被确定为安
徽省首批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越
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让红色基
因代代相传、永不褪色。”罗汉山村
党总支委员洪流介绍。

罗汉尖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开馆
后，为加强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
利用传承，丰富和完善罗汉尖革命
根据地的有关史料，2019年12月，虞
太文同刘安国一起组织成立了红色
罗汉尖论坛，并举办了首届罗汉尖
红色文化研讨会，邀请和动员专家
学者一起挖掘罗汉尖革命根据地的
史料，进一步充实了罗汉尖红色文
化的历史内涵。

2022年，依托罗汉尖革命根据
地纪念馆建设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时，虞太文又主动承担起上墙文
字资料初稿的撰写任务。“他深入调
研，进一步了解当地红色历史文化资
源的分布和现状，并整理出了一批独
具特色的红色小故事，使基地的展板
内容更加充实、更接地气，让一些珍
贵的地方红色文化遗产得到了有效
保护和传承。”罗汉尖革命根据地纪
念馆负责人朱留安告诉记者。

作为安庆市及宿松县作家协会
会员、宿松县新四军研究会会员，近
年来，虞太文以罗汉尖革命根据地
史实为基础，先后独立或与他人共
同创作发表了《战地烽火野菜飘香
红色山乡喜展新颜》《朱赛英：机智

“女交通”血洒红土地》《思恩洞里

传恩情》《军民一家亲 山乡展新颜》
《绿色罗汉尖 丹心永传承》《根据地
建景区 风景成钱景》《传统文化生
活力 古戏台畔添新彩》等多篇纪实
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这些文章以
宿松县西北山区的革命历史特别是
北浴乡的红色历史为背景，通过生
动的笔触展现了共产党人在革命战
争年代的英勇事迹，以及当地人民群
众对革命的支持与贡献。这些文章，
不仅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敬仰之情，
也展现了北浴乡红色文化的深厚底
蕴和独特魅力，对宣传罗汉尖革命
根据地红色历史、推动当地文化发
展和旅游业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虞太文还积极配合和建言
专家学者，参与编制北浴乡全域旅游
规划，将红色文化与当地经济发展、
乡村旅游相结合，开发出了一系列具
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如红色旅游
线路、红色文化创意产品等。

“多年来，虞太文执着于红色资
源的搜集挖掘、整理利用，用汗水浇
灌红色产业，使红色山乡声名鹊起，
让红色光芒在新时代焕发出璀璨光
彩。他的执着和付出，是代代相传
的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的鲜活体现。”
北浴乡党委书记司欣荣说。

红色山乡的“追梦人”虞太文——

讲好红色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何晓 胡心桓

在这个火热的8月，位于皖鄂交界地带的
宿松县北浴乡罗汉尖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迎来开
馆5周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是鄂豫皖
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以来，经
过6年的持续建设，这里已成为以纪念馆为核
心的罗汉山红色旅游景区，前来参观学习、研
学旅游的人络绎不绝。罗汉尖革命根据地这
段历史的再现，北浴乡红色文化得以声名远
播，离不开在这红色山乡默默耕耘的一位乡镇
干部、乡土作家虞太文的辛勤付出。

虞太文（右一）在罗汉尖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为游客讲解罗汉尖红色历史。 通讯员 孙春旺 摄

本报讯 眼下，桐城市8.5万亩
再生稻头季渐次成熟，迎来收割
季。蓝天白云下，收割机来回穿梭，
黄绿相间的稻田与纵横交错的机耕
路、错落有致的村庄构成了一幅和
美乡村新画卷。

所谓再生稻，顾名思义就是“能
再生的水稻”，是指种一茬收获两季
的水稻。头季水稻收割后，利用稻桩
重新发苗、长穗，再收一季，具有管理
技术简单、成本低、稻米品质好、效益
高等优点。发展再生稻是有效利用
光温资源、增加复种指数、提高水稻

产量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桐城市大
力推广种植，种植面积稳步提升。

8月24日，在桐城市孔城镇王
店村，桐城市申宇家庭农场的 400
多亩再生稻已经成熟，进入收割阶
段。田野中，只见沉甸甸的稻穗压
弯了稻秆，微风拂过，散发出阵阵稻
香。连日来，申宇家庭农场组织 3
台大型收割机有序收割，切割、脱
粒、装车一气呵成。金灿灿的稻谷
被收进机舱，青绿色的秸秆傲立田
间，田间地头呈现一派丰收景象。

申宇家庭农场相关负责人倪晋

飞介绍，因为农技部门服务到位，今
年家庭农场的再生稻又是大丰收，
产量预计能达每亩700公斤，计划
几天内收割完成。另外，记者了解
到，孔城镇今年有21家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共种植再生稻8000余亩，自
8月 18日开始陆续收割，即将全部
收割完毕。

孔城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今
年主抓再生稻生产头季产量，此
外，不放弃再生季生产。再生季生
产、管理操作简单，投入成本少，且
收入较为可观。8月24日，孔城镇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技术人员也赶
到机收现场，测量稻秆留茬高度，
指导种植户做好保水、施肥等管理
工作，促进稻秆上的腋芽萌发，尽
快形成后季稻。孔城镇农业农村服
务中心技术员胡南河介绍：“目前，孔
城镇对再生稻生产采取的措施是选
择适当品种，适期播种，搞好病虫
害防治，做好一些农艺技术推广，
促进再生稻高质高产。”

近年来，桐城市通过加大宣
传、落实各项补贴政策，依托全市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地制宜推广

再生稻规模化、机械化种植。桐城
市农业部门还成立了再生稻生产
技术指导组，采取分片包干、到户
到田的方式，面向全市再生稻种植
户开展全程跟踪服务，指导种植户
科学种植。

由于种植效益好、农技服务到
位，今年桐城市8.5万亩再生稻迎来
大丰收。目前，桐城全市各地正在
抢抓当下晴好天气，加紧收割再生
稻头季稻，确保颗粒归仓。

（通讯员 余大国 全媒体记
者 罗少坤）

桐城市：8.5万亩再生稻喜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