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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新闻

入夏以来，持续的高温天气让居民
感受到夏日的“热情”，同时也催热了岳
西县的“清凉经济”。城区热浪滚滚，山
间却是凉风习习，石关书法大厦迎来了
全国各地的游客。书法大厦作为岳西
县省级职工疗休养基地满足了职工群
众放松身心、观光交流、康养养生、健身
娱乐等各种需求。岳西作为全省疗休
养基地最多的县，今年以来共接待疗休
养团队384批，17532人，创造经济效益
4020万元。

立足资源优势 打造疗养基地

职工疗休养基地是结合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积极拓展服务项目，整合医
疗、红色资源、休闲康养等优势资源，丰
富职工疗休养内涵，对疗休养基地硬件
设施进行提升改造，努力打造的职工群
众信赖、独具特色的疗休养及娱乐场
所。经过基层申报、实地考察和专业评
审等环节，到目前为止，岳西县成功申
报省级疗休养基地4家。其中“安徽省
首批职工疗休养基地”天悦湾生态旅游

康养公司，2023年3月被上海市总工会
授予“上海职工疗休养基地”，4月被全
国总工会、全国职工健康促进工程推进
委员会办公室授予“温泉+疼痛疗休养
试点基地”，成为全国首批三家专项疗
休养试点基地之一。岳西县内的职工
疗休养基地均具备交通便利、环境优
美、服务上乘等基本条件，形成了“春来
赏花、夏来避暑、秋观红叶、冬泡温泉”
四季疗休养产品。

规范基地管理 提升疗养质量

为加强和规范岳西县职工疗休养
基地建设与管理，提升广大职工对疗休
养活动的满意度，岳西县总工会联合县
文化旅游体育局成立了职工疗休养领
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岳西县职工疗休养
基地的监督管理。出台了《岳西县职工
疗休养基地管理办法》等文件，对全县
职工疗休养基地加强监管，实行动态管
理、管家服务，确保疗休养基地有特色、
有品牌、高质量。并积极开展职工疗休
养基地的技能培训，邀请专家为职工疗

休养基地从业人员举办酒店服务、导游
提升等培训班。成功举办全县康养美
食创新大赛暨“新徽菜名徽厨”和“云上
岳味”技能大赛，评选了“云上岳味”一
号菜至10号菜，组织天悦湾参加了长
三角三省一市职工疗休养技能大赛。
不断地完善服务功能，提供菜单式、个
性化、多元化的服务，提高基地管理水
平、服务质量、队伍素质，打造岳西特色
疗休养基地品牌。

打造联盟品牌 激发疗养活力

为了实现职工疗休养工作制度化、
组织规范化、服务精细化，满足广大职
工群众对疗休养活动多样化需求，吸引
县外地区职工来岳西县开展疗休养，提
升岳西县职工疗休养工作知名度，县总
工会召开了职工疗休养基地规范化建设
工作会议，成立了岳西县职工疗休养基
地联盟并就《岳西县职工疗休养基地管
理暂行办法（讨论稿）》《岳西县职工疗休
养基地联盟章程》《岳西县职工疗休养基
地行业公约》等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

见。积极把职工疗休养基地培育建设工
作作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举措，
不断提升管理服务水平，紧紧围绕“大黄
山”战略，帮助本地的疗休养基地“走出
去”，把成熟经验和优质服务“请进来”，
擦亮岳西县职工疗休养基地这块“金字
招牌”，为建设美好岳西贡献工会力量。

职工疗休养基地的建设旨在通过
关心关爱广大职工身心健康，充分发挥
职工疗休养的杠杆作用，助力文旅、特
色农产品等消费市场，激发消费活力和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同时也是为了把党
和政府对职工群众的关怀、工会组织的
温暖送到广大职工身边，提升职工生活
品质，更好地满足职工疗休养需求。

岳西县总工会负责人表示：“组织
开展一线职工疗休养活动，是党和政府
关心关爱职工的切实举措，是工会组织
围绕党政中心大局、竭诚服务职工群众
的重要工作。工会系统将不忘初心、砥
砺奋进，当好职工群众的‘娘家人’，让
我们的广大职工通过疗休养活动，进一
步激发劳动热情和创新活力。”

通讯员 王亚妮

打造基地 规范管理 优质服务

发挥“娘家人”作用 当好职工贴心人

本报讯 近年来，岳西县白帽镇
持续加强新时代群众精神文明建设，
将移风易俗作为提升乡村文明、促进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通
过一系列创新举措有效遏制陈规陋习，
切实激发乡村文明新活力，让文明新风
蔚然成风。

典型示范，引领文明新风尚。白帽
镇党委、政府深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这一道理，积极开展“好婆婆”“好儿
媳”评选活动，通过挖掘和宣传身边的
先进典型，用他们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
神激励广大村民见贤思齐、向上向善。
同时，镇党委、政府积极号召党员干部
率先垂范，带头践行移风易俗工作要

求，做到“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小事不
办”，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周边群众，
形成了“党员干部做表率，人民群众齐
参与”的良好局面。

村规民约，塑造乡村新秩序。“村
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白帽镇
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
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结合各村实际，
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将移风易俗、环
境整治、邻里和谐等内容纳入其中，
使之成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
行为规范。各村充分发挥红白理事
会作用，对婚丧嫁娶等事宜进行指导
和监督，整治农村高价彩礼、大操大
办、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有效遏制

攀比之风，切实减轻群众经济负担，
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文化铸魂，丰富群众精神世界。乡
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白帽镇
依托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广泛开展形
式多样的文化体育活动，成功举办广场
舞大赛、村BA篮球赛、庆祝中国农民丰
收节等系列活动，让群众在参与中感受
文化体育的魅力，增强文化自信。同
时，在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组织
开展丰富多彩的“我们的节日”庆祝活
动，既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又丰富了群众的精神需求，营造出浓厚
的节日氛围。

志愿服务，传递社会正能量。白帽

镇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服务精神，组织志愿者深入村
组、企业、市场、学校等场所开展理论宣
讲、移风易俗、环境整治、卫生健康、关
爱弱势群体等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志
愿服务活动的深入开展来提升镇村群
众的文明素质和道德水平，传递社会正
能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下一步，白帽镇将不断创新工作方
法，谋划更多有力度、有温度、有成效的
特色活动，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
浸润群众的心田。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徐林坤）

白帽镇：

育文明乡风 扬文明新风

近日，岳西县响肠镇千佛塔村村民
在移栽草莓苗。近年来，岳西县充分利
用当地生态、土壤、气候等资源优势，大
力发展特色农业，因地制宜种植草莓、葡
萄、火龙果等，不断拓宽农户增收致富渠
道，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吴均奇 摄

种植“莓”好

本报讯 9月22日上午，岳
西县第七个农民丰收节活动在主
簿镇举行。

本次活动以“学用千万工
程 礼赞丰收中国”为主题，由
中共岳西县委、岳西县人民政府
主办，岳西县农业农村局、主簿
镇人民政府承办，岳西县供销合
作社联合社协办，岳西县融媒体
中心、岳西县融昕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执行。旨在引导广大人民群
众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
村，展现“三农”发展成就，营
造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浓厚氛围。

同期，主簿镇第七届茭白文化

节暨《大别山里“茭”响曲》微纪
录片发布仪式举行。主簿镇党委负
责人介绍了微纪录片创作背景、主
题创意等，与会嘉宾共同观看了微
纪录片。

随后举行了岳西县少儿春晚
海选之“我眼中的丰收”少儿才
艺专场文艺演出，舞蹈、朗诵、
乐器演奏等形式多样的节目内容
深受广大观众喜爱。

岳西县融媒体中心全媒体平
台对活动进行了同步直播，央视
频、三农头条客户端等上级媒体
对活动内容进行剪辑播出，网络
浏览量超5万人次。

（通讯员 王云峰 古浩生）

岳西县：

喜庆丰收节 欢乐在乡村

本报讯 近日，岳西县莲云
乡主要负责同志带队深入多家
企业，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助
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走访过程中，莲云乡主要
负责同志一行先来到岳西县衣
腾服装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莲
云乡服装制造行业的佼佼者，衣
腾服装近年来发展迅速，但也面
临着一些实际困难。企业负责
人反映了扩大生产规模带来的
员工住宿问题亟待解决。对此，
莲云乡高度重视，表示政府将积
极协调资源，为企业提供必要的
帮助和支持，确保员工住宿问题
得到妥善解决，为企业发展创造
更加稳定和谐的环境。

随后，还走访了安庆市岳庐新
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以及安徽圣
来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等工业企业，
了解企业在项目建设、工程质量、
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管理情况，要求
企业继续加强内部管理，提高施工
水平，为莲云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莲云乡实施精准包保机制，今
年以来，包保干部频繁深入四家包保
企业，以实地走访、深度座谈等形
式，精准把握企业运营脉搏与发展
需求。通过“一对一”的定制化服
务，不仅加固了政企沟通桥梁，更为
企业成长注入了强劲动力，确保了
各项支持措施精准落地，有力促进
了企业稳健发展。（通讯员 张满园）

莲云乡：

政企同心谋发展 深入走访促前行

本报讯 眼下正值单季茭白
成熟的季节，岳西县姚河乡马石村
千亩茭白迎来了采收高峰期。走
进马石村茭白种植基地，满眼葱
绿尽收眼底。村民们手拿镰刀穿
梭在一两米高的茭白间收割、装
袋、打包、搬运、装车……一派忙碌
的景象。

“今年的茭白市场行情好，单季
茭白均价4元左右一斤，白天采收，
晚上就装车运走，供不应求。”浙江
缙云的种植户赵师傅奔赴千里来到
马石村种植茭白已有三年了，今年
流转了86亩农田种植茭白，由于种
植技术成熟，加上市场行情好，亩产
价值可达13000元左右。看着一筐
筐肥嫩的茭白从田垄间打包上车，
赵师傅的脸上每天都洋溢着笑容。

得益于马石村优越的自然环
境，山区海拔高、气温低、水质好、水
温低，加上肥沃的有机土壤，为单季
茭白创造了极佳的生长环境，种植
出的茭白质优味美，深受消费者喜
爱。“我们的茭白品质好，不仅可以
做蔬菜，还可以生吃。吃起来脆脆
甜甜，口感特别好。”姚河乡单季茭

白产业发展的带头人陈宗义介绍。
今年姚河乡马石村种植茭白

1500余亩，茭白产业带动了当地经
济发展，也为村民们提供了更多就
业机会和增收渠道。“现在，我们村
很多人都参与到茭白种植与采收
中。”一位正在田间劳作的农户说，

“虽然有点累，但不用外出务工，还
能照顾家，采收茭白一天能挣到
200块钱，每年也有几万元的收入，
真的很开心。”

“经过多年探索，我们的茭白
种植技术已日渐成熟。无论是在
品种的选择，还是病虫害防治上，
我们都在逐步摸索、提升，使茭白
种植成为村民致富的强劲动力。”
马石村党支部书记廖远清说。近
年来，在相关部门指导下，姚河乡
马石村党支部、茭白种植合作社、
种植大户共同探索，在保留传统种
植优势的同时，勇于尝试，加大了
茭白新品种引进与创新力度。这
些新品种不仅丰富了茭白种类，增
加了茭白产量，更为马石村茭白产
业注入了新活力。

（通讯员 储稳）

姚河乡：

千亩茭白绿了田坝富了农家

本报讯 岳西县余畈村平均海拔
800米，高山常年云雾缭绕，得天独厚
的地理优势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让出产
的猕猴桃风味独特，深受广大消费者青
睐。当前，岳西县主簿镇余畈村新品种
猕猴桃“东红”正是成熟季。

20世纪80年代主簿镇就在全县率
先种植猕猴桃，品种达17种之多，种植
面积超过千亩，素有“安徽省猕猴桃第
一镇”的美誉。有机猕猴桃“金魁”是这
里的“明星产品”，“金魁”集中上市时间
在每年的10月份。

探索猕猴桃错峰上市，余畈村一直
在路上。2022 年，余畈村创新“合作
社+种植能手”模式，尝试种植红心猕猴
桃“东红”和黄心猕猴桃“黄金果”，开辟
新品种猕猴桃采摘园，一共二十亩。果

树栽种后的第二年开始挂果，今年是第
三年，初果期的总产量有六千斤左右，8
月开始上市，含糖量18%-21%，品质和
产量均超出预期。

“新品种加上新的种植方式初获成
功，我很欣慰。明年开始进入盛果期，
每亩产量可以达5到6千斤。”种植能手
彭世方信心满满。

彭世方今年七十岁，身板硬朗，每
天骑着一辆小三轮兴高采烈地装运鲜
果，弯弯山路，崎岖难行，他却得心应
手，游刃有余。他是余畈村的种植大
户，有三十年多年猕猴桃种植经验。

红心猕猴桃畏寒怕雨，主簿镇冬春
气温低，梅雨季持续时间长，冻害和多
雨对猕猴桃幼苗成活、开枝散叶、花期
授粉及成果的品质和产量都有影响。

一旦发生溃疡病就会使整株、整片的猕
猴桃树干枯致死。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彭世方试行设施农业的避雨栽培技术，
即给猕猴桃树搭建大棚，穿上“雨衣”，
达到保暖、防雨的目的。而且全程采用
喷灌系统，即引来高山泉水灌溉，做到
每株一个喷头，每片一个开关。这样的
灌溉方式，不仅节约水资源、提高肥料
利用率，还能增强红心猕猴桃的水分和
含糖量。

套袋技术也是老彭的新尝试。他
把果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套上纸袋，
另一部分传统管养，通过两种方式实验
比较同一品种果子的产量和品质。老
彭说，通过实验，套袋技术既保湿防晒
又防虫防鸟，而且果子大小匀称，色彩
光泽均匀，值得推广。

目前，红心猕猴桃“东红”上市，果
肉丰满，滋味香甜，刚上市就被抢购一
空。黄心猕猴桃俗称“黄金果”长势良
好，即将在国庆期间上市销售。

“正是因为创新路上不停步，我们
主簿的猕猴桃产业发展才平稳、成熟。
下一步，我们村准备跟相关酒厂合作，
打造品牌，酿造猕猴桃果酒，进一步提
升猕猴桃的附加值。”余畈村党支部书
记彭世柏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开拓进
取，守正创新。如今，“东红”和“黄金
果”填补了主簿猕猴桃出果的空窗期，
不仅使该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助推了
村集体经济发展，同时让农民增收和农
业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能。

（通讯员 程乔霞 彭绍伟）

主簿镇：

探索新业态 “东红”俏市场

本报讯 9 月 20 日，在全国
第36个爱牙日之际，一场别开生
面的口腔健康讲座在岳西县城幼
教育集团各园区温馨上演，为孩
子们带来了一场知识与趣味并重
的护牙盛宴。此次活动特别邀请
了县内知名口腔健康专家，携手
专业团队，为孩子们及家长们普
及宝贵的牙齿保护知识。

活动现场，专家们以生动有
趣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了牙齿
的结构、功能以及日常生活中如
何正确刷牙等基本的护牙知识。

专家们的话语中充满了童
趣，生动有趣的讲解让孩子们听
得津津有味，不时有孩子举手提
问，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为了让孩子们更加直观地了
解护牙的重要性，活动还特别安

排了一段精彩的护牙动画片放
映。影片中，卡通角色们通过一
系列有趣的冒险故事，向孩子们
展示了不同的口腔健康习惯带来
的后果，既有因忽视口腔清洁而
导致的小麻烦，也有坚持良好护
牙习惯后收获的甜蜜笑容。孩子
们看得目不转睛，不时发出阵阵
笑声和掌声。

随后，专家们亲自示范了正确
的刷牙方法。孩子们纷纷上前，认
真模仿，现场充满了欢声笑语。

“在爱牙日我们把专业医生
请进幼儿园，让孩子们学到专业
的护牙知识，我们还开展多种趣
味活动让孩子们认识到护牙的
重要性，培养良好习惯。”县城幼
教育集团南园分园园长方永红
说。 （通讯员 余飞 冯小倩）

岳西县：

共筑儿童口腔健康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