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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冬日暖阳下，望江县凉泉乡河南
村蔬菜种植基地里，成片的白菜茎白叶绿、个
大饱满，长势喜人，村民们熟练地采收白菜，
砍菜、装筐、称重、搬运，基地里呈现出一派繁
忙的丰收景象。

近年来，河南村利用土地“空档期”，大力
发展“蔬菜轮作”产业模式，提高土地利用率，
做到“人田两不闲，增产又增收”。2024年该村
共种植白菜290亩，亩产超过5000斤，总产值
70余万元。同时，该村蔬菜种植基地为40余
名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带动了当地群众就业
增收。“我家住在附近，在这儿上班一天能有
100多元的收入，再加上自家也种地，一年下来
收入还是不错的。”河南村村民史松云介绍
道。“我们积极引导村民扩大特色农业种植规
模，按照市场需求，利用‘冬闲田’发展小白菜
种植，逐步走出了一条发展蔬菜种植、振兴乡
村产业、促进村民增收致富的新路子。”河南村
党总支书记金国良说道。（通讯员 李国栋）

凉泉乡：

白菜喜丰收 基地采收忙

本报讯 近年来，桐城市大关商会始终
秉持服务会员、促进发展、回馈社会的理念，
不断探索创新工作方法，倡导诚信的企业文
化，为地区经济繁荣与社会和谐贡献力量。

大关商会将服务会员企业作为核心工
作，积极搭建高效的信息交流平台，定期举
办行业论坛、政策解读会，精准传递最新市
场动态与惠企政策，让企业及时把握发展机
遇。同时，积极举办培训活动，涉及法律知
识、消防安全、放心消费、税费政策、社保医
保、品牌建设等多个领域，进一步增强企业的
品牌意识和创新精神、拓宽认识广度，提高应
对风险的能力和水平。该商会积极引导会员
企业投身“放心消费”创建活动，督促会员企业
恪守诚信经营原则，规范市场行为。2024年
10月，大关商会获授“安徽省商业秘密保护创
新试点指导站”证书。下一步，该商会将以
此为契机，持续深化各项工作，以全方位、精
细化的服务，引领大关镇会员企业迈向更高
质量的发展之路。 （通讯员 方丽娟）

大关镇：

发挥商会作用 助力高质量发展

采买备货 丰盛过年

腊月里的安庆老城，有着独特
的年味。大街小巷，沿路门店，各类
干果、炒货、花卉还有喜庆的挂件摆
出了店。抬头一望，家家户户的阳
台晒着腊肉、香肠，渗出的油点在阳
光下闪闪发亮。天气持续晴好，商
户忙着备年货，市民忙着买年货，处
处可见熙熙攘攘的人群。

1月16日上午，在迎江区倒扒狮
历史文化街区“中华老字号”麦陇香
的门店里，顾客络绎不绝，挑选着鸡
蛋糕、绿豆糕、黑麻酥糖等产品。前
面门店里热热闹闹，后面车间里更
是热火朝天，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
生产各类糕点。企业生产厂长张文
海介绍，街区的这个店后面是手工
生产车间，从去年11月开始就在加
紧生产，产品需求量明显增加，尤其
是进入腊月以来，每天销售额是平
时的两倍。“春节期间返乡的、走亲
访友的安庆人，来街区逛一逛，都会
买一点‘老字号’产品。”张文海说。

在街区方舒手工布鞋店，安庆
市级非遗“虎头鞋制作技艺”第四
代传承人方翠凤和女儿查笔君正
在做着虎头鞋。只见方翠凤戴着
老花镜，捏着鞋面，一针一线给鞋
绣脸，她虽然年过七旬，穿针引线
毫不含糊。

虎头鞋是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
品之一，按照民间习俗，宝宝出世、
周岁时都要穿虎头鞋，鞋头呈虎头
模样，故称虎头鞋。它既有实用价
值，也有观赏价值，同时，它又是一
种吉祥物。一双虎头鞋包含近 30
道工序，根据样式不同，要做四五天
到二十天不等，方翠凤母女俩一年
才做上百双。

方翠凤告诉记者，腊月以来，虎
头鞋供不应求，一天要卖四五双，她
每天做鞋到凌晨。上个月开始，线
上已经不接订单了，现在做的主要
是放在门店里销售。

春节将至，年夜饭预订同样
“热”不可挡。街区一家主打安庆地

方菜的四海升平酒楼，目前除夕当
日的中、晚餐包间已经全部被预订，
正月开头几天的包间也已被预订。
从菜单看，春节期间顾客预订的菜
品门类更广，除安庆地方菜之外，还
包括海鲜等其他地方菜品。

大南门牛肉包子、毛头炒米、
山粉圆子……这些老安庆的传统
美食，在腊月里又迎来了一个消费
高峰期。

大南门牛肉包子门店负责人童
荣祥告诉记者，平时一天要做2000
个包子，腊月里一天要做4000个，
小年之后预计一天要做 6000 个。
包子都是手工制作，他们夫妻二人
做包子一年到头不停歇，越是逢年
过节越忙，这个时候从凌晨三四点
钟开始做，要做到半下午才休息，每
天包子都是供不应求。

“老安庆人过去家家都有个吸
风灶，用来炒炒米等。在过小年之
前，家家都会把炒米炒好，还有芝麻
粉、花生、蚕豆、玉米等炒货，准备过
年，这是老安庆人的年味。”毛头炒
米门店负责人蒋立强说，现在一天
要炒2至3吨炒米，不光安庆人过年
吃炒米，外地也有很多人吃。

住在大观区滨江苑小区的居
民方闽华，每年春节前家里会买一
些年货，但腊肉、香肠坚持自己做，
年年如此。腊月之前买好鱼肉，接
着腌腊肉、灌香肠，趁着晴好天气
抓紧晾晒，年夜饭少不了这份独特
的味道。

不过，这个时候方闽华并不是
在计划着怎么吃，而是把自家的腊
肉、香肠往外送。“在外地的邻居、亲
戚过年不回家，我就把这些腊货寄
给他们一点，让他们在外地也能尝
到家乡年味。小区里的孤寡老人，
我也会给他们送一点。腊月里的腊
货味道比平时更浓，口感明显不一
样，也许这就是年味。”说起年味，方
闽华似有千言万语。

喜庆祥和 共迎新春

新年新气象，安庆老城处处张

灯结彩、喜气洋洋。在倒扒狮历史
文化街区，五彩缤纷的花灯等装饰
物在腊月里来了一次换新。2024年
国庆假期中经过修缮全新开放的钱
牌楼街，也被装扮一新——树木穿
上了各式各样的“毛衣”，树枝上古
色古香的灯笼使其别具一格，街旁
布置了各类拍照“打卡”装饰物，抬
头仰望，一组鱼形花灯正在空中欢
快地游动……

街区运营企业总经理王金萍介
绍，春节临近，街区除了增加多处
春节主题“打卡”美化陈列外，还有
丰富多彩的活动。最近举办了线
上送年货活动，通过抖音号留言，
公司为这个春节不能回家的安庆
游子们送去了新年大礼包，包括墨
子酥、炒米、小龙人糖果、文创产品
等。春节期间，街区还将举办汪满
田鱼灯、舞龙舞狮、财神巡游、黄梅
戏等演绎活动，增加了赶年集、集
年趣互动游戏等内容，增加街区春
节档活动氛围。

备受市民关注的大南门特色文
化街将于今年5月全面开街，目前
主体建设工程已经结束，商户正在
陆续进场装修。记者了解到，大南
门特色文化街沿江亮化工程目前已
经基本完工，春节期间将向广大市
民、游客全面展示。商业楼栋外立
面亮化以灯条为主，温润的暖黄光
勾勒出建筑轮廓。城楼门洞采用水
纹灯，结合灯光效果打造出美轮美

奂的星空顶，城楼楼顶采用大型光
束灯，通过控台控制可上演光束灯
光秀。沿街部分楼栋外立面采用可
编程的多段线条灯组合成点屏，可
呈现烟花、灯笼等春节元素，并通过
文字向全市人民拜年。

春节临近，老城的人们也在用
不同的方式迎接蛇年新春，大家聚
在一起，互送新年祝福，互说新年期
盼，为新年增添了喜庆氛围。

“‘龙吐宝珠辞旧岁，蛇含瑞气
贺新春’，麻烦给我写一副和这个一
样的春联。”“请再给我补上一个横
批，就完美啦！”“这字写得刚劲有
力，精气神饱满！”……

1 月 15 日上午，在滨江花园广
场，由迎江区人民路街道东正社区
党委联合辖区共建单位举办的“翰
墨辞旧岁 丹青迎新春”写春联送
祝福活动正在进行，活动邀请了四
位书法爱好者为居民义务书写春
联。“昨天看到居民群里的消息，今
天特地来到活动现场。我特别喜
欢手写的春联，新年求新嘛！”居民
张春兰说。

广场一旁，一副副已经写好的
春联正在晾干。居民李德宝指着已
经选中的春联说：“‘金蛇贺岁家宅
乐，紫燕迎春富贵长’，这副春联写
得好，寓意也好。”李德宝还告诉记
者，他家的春联每年都是由孙女手
写的，今年孙女在外地没法回来过
年，但他就是喜欢手写的对联，今天

就到活动现场来了。
为弘扬传统年俗文化，培养孩

子们对传统年俗文化的兴趣爱好，
迎江区华中路街道皖江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妇联组织开展了一
次“童心剪纸 喜迎蛇年”主题活
动。1 月 16 日下午，社区“皖江和
韵”党群服务站内其乐融融，小朋
友们欢聚一堂，正在和两位剪纸老
师学习剪窗花。活动现场，剪纸老
师深入浅出地讲解，给大家演示了
折纸、画稿、剪纸的步骤和技巧，孩
子们跟着老师拿起剪刀，用喜庆的
红纸尝试剪出各种带有蛇年元素
的窗花作品。不一会儿，一幅幅
精美的窗花和灵动可爱的蛇年装
饰图案便陆续呈现在眼前。

“这样一折，先剪个爱心，再剪
几个三角形，就完成了……我在学
校美术课上也学过剪纸，我喜欢剪
纸，过年我也会剪一些窗花贴在家
里，非常好看。”正在上一年级的学
生汪思淼开心地说道。

皖江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任吴军说，剪纸作为中国传统民间
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一种工
艺技法，也是一种文化传承。通过
剪出喜庆祥和的新年蛇元素图案，
孩子们在欢乐中用剪纸作品表达
了对新年的美好期盼，这些作品不
仅展现了孩子们的创造力和动手
能力，也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带来了
浓浓年味。

老城年味浓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年味，是年俗的味道，随着岁月流转，变得

更加珍贵和令人怀念。一座城市里，相比新城

区的宽阔大道、高楼大厦，老城区的慢节奏、烟

火气，似乎自带这种年味，它来自岁月的沉淀。

老城是当代安庆的根，留下了太多安庆记忆。

年前，记者漫游安庆老城，找寻浓郁年味。“

本报讯 冬日里，外卖员、快递员等新就
业群体每天奔波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为人们送
去便利与温暖。近日，迎江区龙狮桥乡任店社
区党委在党群服务中心为新就业群体送去“暖
心礼包”。

活动现场，任店社区工作人员将一袋袋大
米和一桶桶食用油递到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手中，向这些在寒冬中仍坚
守岗位、辛勤奔波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新
年的祝福。新就业群体纷纷表示，这份礼物不
仅是物质上的支持，更是精神上的鼓励，让他
们感受到了社区大家庭的关怀与尊重，增强了
他们在这座城市的归属感和幸福感。此次活
动不仅体现了任店社区党委对新就业群体的
关爱，也进一步拉近了社区与新就业群体之
间的距离，为营造和谐温暖的社区氛围奠定
了坚实基础，让新就业群体在忙碌的工作中
感受到社区的关怀，更有信心和动力为社区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通讯员 胡婷婷）

龙狮桥乡：

关爱新就业群体 送上“暖心礼包”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非法卫星地面接
收设施的整治力度，近日，望江县吉水街道
联合多部门开展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安
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行为，严守信息
传输安全红线。

吉水街道多措并举，通过悬挂宣传横
幅、电子显示屏滚动宣传、在小区公示栏张
贴《关于整治非法安装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
施的通告》，争取居民对整治工作的理解和支
持。街道办机关、社区工作人员同网格员一
起进行随机排查，现场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
份，并向居民详细说明非法卫星接收器的危
害，提醒居民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共同
维护良好的广播电视传播秩序。同时，该街
道各社区安排工作人员、网格员加强日常巡
查工作，一旦发现有“黑广播”、建立非法卫星
地面接收设施情况，立即向社区及上级相关
部门报告，及时取缔。下一步，吉水街道将
持续开展宣传教育和执法检查工作，加强日
常监管和巡查力度，确保整治行动成果得到
巩固和扩大。 （通讯员 徐瑜 王识君）

吉水街道：

联合整治非法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最近一阵子，宿松县北浴乡廖
河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副队长罗志祥
每天都在往返县城和廖河村的路
上。“珠岭组当家塘和灌沟水利项目
正在进行前期工作，要跑水利部门，
这关系到300多亩农田灌溉，20多户
村民对这个项目十分期盼，目前已经
争取到项目资金近20万元，其他资
金还在筹措。村里的石菖蒲、黄精
叶子有点黄，要请农业专家来‘把把
脉’。最近我还帮村民卖了几万元
的茶叶。”1月14日接受记者采访时，
罗志祥细数着最近手上的事务。

2024年 6月，第九批驻廖河村
乡村振兴工作队正式驻村。“到村第
一印象就是村里老人多、孩子多、年
轻人少。”罗志祥说。融入群众，是
驻村第一课，也是初到基层要干的
第一件事。恶劣天气里，驻村工作
队成员挨家挨户走访查看，提醒村
民注意安全；平时主动上门为独居
老人更换燃气管、旧电线，为老人排
忧解难。一件件、一桩桩，事无巨
细，滋润着村民的心田。

廖河村境内有石菖蒲80亩、白
芨70亩、黄精60亩，这些“山珍”是

村民致富的资源。为更好地帮扶村
民，工作队创新“半月谈”制度，紧扣
党建联建、驻村联心、民生优享、项
目赋能、工作手札5个“半月谈”内
容，每半月到群众家中开展一次座
谈，激发群众产业致富信心。

在服务群众方面，工作队围绕
民生优享开展“半月谈”，以“十助”
服务为切入口，深入开展村情民意
调研，全面掌握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助力公共服务跨山统筹一体化
改革。工作队成员入户走访实现全
覆盖，帮助村民办实事30余件。

在驻村工作中，工作队成员积
极参与经常性村务工作，他们主动
贴近村民，拉家常、解忧难，村民都
愿意把自己的难处和困惑告诉他
们，生病了找他们帮忙、发展种植、
养殖先来询问政策，土产品无力售
卖以及果苗销售受阻都找他们帮
忙。工作队成员竭尽所能帮助解决
村民“急难愁盼”问题。同时，他们
还主动帮助村里推动常态化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参与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
文明创建活动，治理垃圾乱倒等不

文明现象，改变村容村貌，推动精神
文明建设走深走实。

“他们走出办公室，走进田间地
头，掌握一线村情农情，真心诚意为
群众谋福祉，全心全意为集体创增
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驻村工
作的时代使命。”北浴乡干部陈兵
说，廖河村乡村振兴工作队把群众
当亲人，视驻地为故乡，是乡村振兴
的重要力量，为山区农村发展做出
了积极贡献。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
员 司舜 罗新成

驻村更“助村”用心促振兴

本报讯 近年来，怀宁县因地
制宜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充分
盘活土地资源，大力推行“稻稻菜”

“稻稻油”“稻稻粮”“稻稻肥”等“双
季稻+”轮作模式，在晚稻成熟收割
后种植蔬菜、冬小麦、油菜等作物，
切实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稻田经济
效益，让“冬闲田”变“增收田”，农民
增产又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1月14日，在怀宁县腊树镇白石
村新建成的高标准农田里，几十名
村民正在小麦田里除草、施肥，一派
繁忙的劳动景象。“腊树镇2024年
种植油菜面积1.22万亩、种植小麦面
积2000亩。”腊树镇农业农村发展
中心副主任李绍军介绍，近年来，腊

树镇通过实施“稻+小麦”“稻+油菜”
模式，促进了农业可持续发展，为农
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设定参数的时候，飞行高度不
要太高，控制在3米左右，能确保有
机肥均匀播撒。飞行速度要根据播
撒田块的复杂程度灵活调整，复杂的
地块飞行速度要慢下来，5米每秒左
右最好。”近日，在怀宁县洪铺镇新
岗村幸福圩的田埂上，农技站工作
人员李涛正趁着晴好天气，指导种
粮大户张木松操作农用无人机进行
冬小麦施肥作业。在李涛的指导
下，张木松操纵的无人机腾空而起，
平稳升至预定高度，有机肥随着高
速气流喷洒而出，均匀地播撒在麦

田里。据介绍，通过农用无人机进
行施肥作业，一上午就能完成100多
亩，预计一个星期就能完成1200亩小
麦的施肥任务。“当前，正值冬小麦管
理的关键期，利用冬季闲置农田种植
小麦，不仅可以保持土壤肥力，减少
病虫危害，还能提高农业资源利用
效率，促进农民增收。我们会继续
指导农户做好冬季田间管理，确保
小麦安全越冬。”李涛说。

有了好基地，还需好技术。今
年以来，怀宁县派出100余名农技人
员进村入户下田，指导农户加强肥
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推广油菜、小
麦高产管理技术。

冬日里，怀宁县田间地头一

刻没有“闲”下来。连日来，在马
庙镇宽阔的田野上，一些村民抢
抓晴好天气，忙碌在田间地头，田
野里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

“最近油菜需要控叶，才能保
证油菜长得好，还要注意病虫害
的防治……”在马庙镇孙家城村，
该镇农技人员正在给村民们讲解
如何做好油菜的病虫害防治和防
寒防冻的关键。当前正值油菜管
护的关键时节，为确保油菜有个
好收成，油菜种植户们深入田间
地头控叶促根，增强油菜的耐寒
性，促进油菜茁壮成长。“稻谷丰
收后，田地不能闲着，种植油菜不
仅能够促农增收，还可以带动乡村

旅游发展。”种粮大户严春发说，3
月中旬油菜开花，花期可持续一个
月。届时大批游客将会前来赏花、
摄影，可有效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花期过后，6月中旬可收获油菜籽。

“为充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防止秋冬土地抛荒，我们组织农技
人员到田间地头宣传政策，充分调
动广大群众种粮的积极性，大力推
广‘粮油轮作’种植模式，引导农户
种植油菜、小麦，目前已种植20000
余亩。通过科学地制定规划，有效
补齐‘种植空窗期’，巧让‘冬闲
田’变‘增收田’，实现一田多收。”
马庙镇副镇长宋若春说。

（通讯员 檀志扬）

怀宁县：让“冬闲田”变“增收田”

◀1 月 16 日下午，迎江区皖江社区开展“童心剪纸 喜迎蛇
年”主题活动。 通讯员 杨磊 摄

▲春节临近，大南门特色文化街开启夜晚灯光秀。 通讯员 宣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