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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四月的黄昏，江水微凉。4月20日晚
7时许，江边有人落水，危急时刻，57岁的
冬泳爱好者梁国文听到呼救声，毫不犹
豫跳入江中，奋力将已昏迷的落水者救
上岸，并开展急救使其转危为安。他的
纵身一跃，不仅挽救了一条生命，更托起
人间大爱，点亮整个社会的善良之光。

“我想任何一个游泳爱好者碰到落
水群众都会出手相救的，我只是做了该

做的事，不值一提。”说起救人事件，梁
国文只是轻微一笑。

据梁国文回忆，当天夜色已浓，他
正在江堤上散步，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

“救命”声。“远远看到一个人在水里面
扑腾，我就赶紧跑过去。”梁国文像一支
离弦的箭奔向落水者。当冲到岸边时，
眼前的景象让他的心揪了起来——落
水者漂浮在离岸边六七米远的江面上，
已经失去意识，随着江水起伏。那一
刻，时间仿佛凝固，每一秒都关乎生
死。梁国文深知，这样的溺水状态，黄
金救援时间只有短短几分钟。

水深流急，危险重重，但梁国文没
有丝毫退缩。他来不及脱下外套就纵
身跃入寒冷的江水中，迅速游向落水

者。他一手抓住落水者衣服，一手稳稳
托住其身体，用尽全身力气向岸边游
去。冰冷的江水浸透他的衣衫，增加了
游动的阻力，但他咬紧牙关，心中只有
一个念头：快一点，再快一点！上岸后，
他立即运用多年冬泳积累的急救知识，
采用拍打按压的方式帮助落水者吐出
呛入的江水。当听到落水者“哇”的一
声哭出来时，这位年近六旬的汉子才长
舒一口气。

“落水者已经呛晕了，浮在水面，没
有任何反应了。”梁国文事后描述的场景
让听闻者无不后怕。途经现场的董玉龙
目睹这感人一幕，他说：“我路过时，他已
经把人救上来了，落水者情况还好，没有
什么大的不适，人能站起来。”

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梁国文展现的
不只是勇气，更是对生命的敬畏与担
当。梁国文坚持冬泳已有六七年时间，
每天晚上，江边散步是他雷打不动的习
惯，而这次，正是这个习惯意外地让他
挽救了一条生命。

梁国文并非个例。在安庆冬泳爱
好者这个特殊群体中，见义勇为的精神
如同火炬般传递。2023年 7月2日傍
晚，长江安庆段五号码头泊位，4位平
均年龄超过 67 岁的老人同样奋不顾
身，救起一名落水女子。

同为冬泳爱好者的江加富说：“梁国
文是我们游泳爱好者见义勇为的代表，
不管是谁遇到这种情况，都不会退缩的。”

全媒体记者 雷琳琳 程佳

梁国文：寒江中托举生命

4月16日，走进位于宿松县华亭镇山
壳佬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主播正在直
播间介绍着各具特色的宿松当地农特产
品，并不时与观众进行互动，解答网友们
的问题。近年来，山壳佬公司通过“公
司+基地+电商+农户+产品”的发展模式，
将宿松优质农特产品卖到全国各地，让

“宿松滋味”搭乘电商快车，促进农业增
效，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在手工制作类食品生产车间，几名
女工正忙着将热气腾腾的小麦粑从蒸
笼里捡拾到货架上，每一个饱满的小麦
粑底部都垫着一片粽叶，散发着清香。
山壳佬公司总经理洪梅芳介绍，粽叶是
连着小麦粑一起蒸熟的，这么做，既能
让小麦粑不粘蒸笼，又能使小麦粑里融
入粽叶的清香，口感更加丰富。

清明节做水菊粑，端午节做小麦
粑，春节做糍粑、豆粑、鱼面……这些都
是宿松当地的传统饮食文化习俗，一些
常年在外打拼的宿松人因吃不到家乡
的传统美味而更加思乡心切。为弥补
这一遗憾，公司组织女工大批量生产手
工食品，开通线上销售渠道，让身在异
乡的宿松人也能轻松品尝到家乡味道，
这也填补了宿松传统食品行业的发展
空白。此外，进一步传承弘扬了宿松传
统手工类食品的制作工艺，还解决了周
边很多农村妇女家门口就业问题。

宿松县地处长江北岸、大别山南
麓，在历史上就孕育出丰富的“宿松滋
味”。“宿松滋味”有的长在山区，有的育
于河湖，有的取之泥土，有的来自手工，

如甲鱼、毛鱼、银鱼、河虾等水产类食品
育于河湖，雨花菜、笋干、葛根粉等农家
干货类食品长在山区，糍粑、豆粑、小麦
粑、鱼面等传统食品则来自手工制造。
然而，受制于销售渠道不畅通、销售价
格偏低等因素影响，多年前广大农户生

产制作“宿松滋味”的积极性并不高。
2013年11月，洪梅芳回家乡宿松创

办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并在河塌、华
亭两乡镇建设2个电商直播基地和1个
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不断挖掘“宿松
滋味”资源，丰富“宿松滋味”品种，提升

“宿松滋味”品质，让“宿松滋味”走出宿
松、走向全国，促进农业增效，带动农民
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如今，山壳佬公司已与宿松县20

余个农业合作社、20余个农业种养大
户和200余个普通农户签订长期合作
协议，每年线上销售额超千万元。

“公司将深耕农产品直播领域，为特
色农业发展插上‘数字翅膀’。”采访中，
洪梅芳介绍，宿松在外工作的老乡很
多，但他们无论走得再远，都忘不了家
乡的味道，公司将积极拓展“乡厨”业
务，推动“宿松滋味”出村进城走得更远。
全媒体记者 卢向波 通讯员 孙春旺

“宿松滋味”搭乘电商快车出村进城

本报讯 “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
随时向我们人大代表提交意见建议。”4
月 15日，在望江县雷池镇全过程人民
民主基层实践站，县人大代表、雷池镇
人大主席、实践站负责人陶国红正向村
民介绍“代表履职码”。

聊到发展“家门口的民主”，县人大
常委会委员夏结华说：“我们在环武昌
湖旅游公路规划等重大事项决策中，通
过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站（点）收
集意见80余条，助推党委政府决策更
加科学民主。”

今年，望江县人大常委会以“一站
二制三平台一系统”为核心任务，精心
谋划今年的“1+13+N”工作目标：着力规
范1个县级中心实践站，夯实13个乡镇

（街道）基层实践站，拓展N个村（居）特
色实践点。截至目前，已建成县级中心
实践站1个、乡镇街道实践站2个，融合
建设市级立法联系点1个，22个村级实
践点完成规范化升级。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基在基层，活
力在实践。望江县人大常委会创新建
立“主任会议成员+委室”联系机制，今
年3月组建5个调研组深入乡镇指导，
形成“年初部署、季度督查、年底评比”
的闭环管理体系。为提升实践效能，该
县成立由常委会主任挂帅的推进专班，
制定8项制度，创新代表履职“二维码”
管理，实现“线上线下”履职无缝衔接。

“代表履职码”的推行，让群众有事
“码上说”，从单一线下监督，到“线下+

线上”多元监督，逐步实现群众意见“码
上”提、“码上”交、“码上”办，结果“码
上”见。依托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履职平
台，高质量推进“关注民生提建议，五级
代表在行动”活动，实行“线上线下”平
台协同发力，“面对面”协商办理。

今年，望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成员分别带队深入各乡镇街道全过程
人民民主实践站（点），向人大代表、群
众代表征求监督议题。代表反映的农
村养老机构运行、消防安全、医保基金
使用、城乡供水一体化、城市管理等议
题，都被吸纳到年度监督重点。2024
年以来，该县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
（点）累计处理代表群众建议68件，办
理满意度达98.6%；各级人大代表参与

调解矛盾纠纷276起，化解率达98.9%，
实践站成为基层治理的“减压阀”。

今年，在该县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
上，首次票决产生7项民生实事，县人
大常委会同步建立民生实事票决事项
监督闭环机制，通过听取报告、代表视
察等方式全程跟踪，推动民生项目落地
见效。并通过“一府一委两院”联系实
践站（点）机制，推动国家机关人员进站
通报工作、征求意见，进一步推动相关
政策从“纸上规划”到“实地实践”、从

“单向传递”到“双向互动”，引导群众
参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撬动基层民
主治理新活力，让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加
可感、可触。
（全媒体记者 管炜 通讯员 任育琦）

望江县人大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

擦亮民主“底色”提升治理“成色”

眼下正是春耕时节，在怀宁县平山
镇高泽村育秧工厂里，机械化流水线高
效运转，一个个秧盘快速制作完成，再
运到温室大棚里栽培，通过智能化的设
备和社会化服务，整个育秧过程省时、
省力、效率高，有力助推农业节本增收。

“我们提供的服务从翻耕、育种、插
秧、飞防到收割，全程机械化，不仅能为
老百姓节省费用，且效益更好。”高泽村
党总支书记程卫国说。

在平山镇胜天圩，随着无人机匀速
爬升、悬停、前行，雾状的叶面肥均匀喷
洒在绿油油的麦苗上。“我们合作社有无
人机、插秧机、收割机等机械设备，农业

‘大托管’可以实现作业精准化、智能化、
高效率。”农机手黄其健说，合作社与农
户签订3000多亩土地托管服务，农户只
需缴纳一定的托管服务费，合作社提供

“农资+劳务”服务，做好农作物从耕、种、
管、收、销等一系列工作。

“过去我们种田都是自己下地，一
天忙到晚，现在村里托管之后，我们自
己不用管，村里连种带收一次性，都能
给我们送到家。现在我还可以在家门
口做点其他工作，每个月有3000多元
收入。”村民王荣虎高兴地说。“是的，是
的，自从田地托管以后，我们省时、省钱
还省力，不用整天都在田间地头。现在
每亩增加了不少产量，也提高了我们的
收入。”村民陈来年在一旁搭话。

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减少、农
机设备不足等问题，为解决“谁来种地、
如何种好地”的发展堵点，2023 年开
始，高泽村“书记项目”机械化服务大托
管，为村民提供集“耕、种、管、收、加、
贮、销”一条龙的“保姆式”托管服务，农
民种粮的积极性大幅提升，原本的撂荒
土地也得到有效利用，有效促进了增产
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檀志扬 操振东

农业“大托管” 托出好“钱”景

本报讯 4月24日，安徽省2024
年度十佳“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揭
晓，安庆市的“全面打造工程建设领
域‘六尺巷农民工维权驿站’，依法保
障农民工劳动权益”项目成功入选。

该项目是我市在法治建设领域
的一次创新实践，整合了19家部门资
源，构建“行政执法+劳动仲裁+司法
调解”机制，运用“1+2+4+N”模
式，建成“一体化平台”六尺巷农
民工维权驿站209处。同时，成立全
省首家“六尺巷网约配送员维权驿
站”，将“六尺巷工作法”运用到

“新业态”劳动保障领域。推动“线
上线下二元融合”，开发“宜安薪”

“安薪地图”“宜调六尺巷”等线上
平台，开启线上讨薪调处模式。

在服务功能方面，该项目强化
“四大核心功能”，实现欠薪维权“零
延迟”、工伤咨询“一站式”、司法援助

“全流程”、治安联动“防升级”。此
外，还拓展了技能提升服务、就业信
息对接、医疗健康支持等“N项服务举
措”，延伸保障链条。据统计，全年开
展普法宣传42场，覆盖超50万人次，
张贴二维码3万余枚，受理解决劳动
纠纷 437 件，追回金额 623.53 万元。
该项目的实施，有效保障了农民工的
劳动权益。
（见习记者 黄媛媛 通讯员 陈璧）

安庆一项目入选省十佳
“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

本报讯 4月25日，“理耀安庆”
第二届微宣讲竞赛暨“皖美思政课·
安庆青年一起讲”安庆市百姓宣讲员
和青年宣讲员风采展示活动举行。

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团市
委、市委讲师团、“学习强国”安庆学
习平台承办。活动旨在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
挖掘培育基层宣讲骨干，打造一支
懂理论、接地气、有温度的宣讲队
伍，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
姓家”。参赛选手来自不同领域，有
基层教师、医生、驻村干部等，他

们采用相声、脱口秀、小品等多样
形式，从典型人物、自身经历、身
边故事等细微之处入手，用生动的
语言、鲜活的事例和真挚的感情，诠
释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
落地生根的成果。

本次比赛共有21个宣讲作品同
台竞技。经过激烈角逐，退役军人宣
讲团《我是一个兵》、迎江区《曲韵传
情，宣讲入心——从相声舞台到社区
讲台的青春宣讲之旅》、大观区《积木
里的中国式现代化：童心向党育人
记》获得一等奖。

（见习记者 黄媛媛）

“理耀安庆”第二届微宣讲竞赛举行

本报讯 今年4月25日至5月 1
日是全国第23个《职业病防治法》宣
传周，主题为“关爱劳动者心理健
康”。4 月 25 日，由市卫健委、民政
局、人社局、医保局、总工会共同举办
的《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启动仪式
暨职业人群心理健康培训会举行，来
自市区 100 余家重点企业分管负责
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及劳动者代表
共150余人参加。

活动现场通过设立宣传展板、发
放宣传材料、进行职业人群心理健康
知识讲座、职业病预防健康科普等多

种形式，对劳动者开展《职业病防治
法》和职业健康知识的宣传。

近年来，我市聚焦职业病防治重
点行业、重点人群、重点环节，大力
实施职业健康保护行动，完成385家
重点行业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稳
步推进疾控等机构职业病防治支撑
能力建设。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
化“健康安庆2030”行动，努力构
建“用人单位负责、行政机关监管、行
业自律、职工参与和社会监督”的职
业病防治工作机制。
（全媒体记者 项珍 通讯员 王三红）

《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启动

携手共筑劳动者“心灵防护网”

本报讯 4月24日，我市迎来本
月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的最后一个
考试日，共有87人参考。市运管中心
提醒，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须参加安全考核，每
月均可报名参考，报名时须注意准确
填报专业科目类别。

市运管中心提醒，参加道路运输
企业“两类人员”安全考核的考生，在
网络平台报名时要准确填报与自己
所在公司相匹配的专业科目类别，共

分为货运、客运、客运场站、危货、驾
培、维修等六大类；考核题目涉及范
围广，内容充实，考生须认真复习备
考，确保顺利通过考试；考点周边不
便停车，考生须提前出门，迟到30分
钟以上则取消当次考试资格；报名后
尽量参加当次考核，无特殊原因不要
缺考，以便尽快取得合格证明，道路
运输企业“两类人员”参加安全考核
及取得合格证明情况是交通运输安
全生产行政执法检查的必查内容。
（全媒体记者 白萍 通讯员 何芳）

道路运输企业“两类人员”安全考核举行
每月均可报名参考 须准确填报专业科目类别

4月16日，山壳佬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电商正在直播推介农产品。 全媒体记者 江胜 通讯员 陈星 摄

4月25日，在岳西县毛尖山石菖蒲种植基地，村民正在栽插石菖蒲，一派繁
忙景象。

近年来，岳西县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优化，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种植，
推动中药材种植向规模化、规范化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让

“小草药”成长为“大产业”。 通讯员 吴均奇 摄

石菖蒲种植正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