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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爱的港湾，更是传承的桥
梁。在桐城市有这样一个家庭：父
子三人传承文明家风，投身公益事
业，发扬创新精神，致力科技研发，
争做道德模范。这就是2021年第一
届安徽省“文明家庭”李斌商家庭。

一件深蓝色的工作服，是李斌
商常年不变的装扮。李斌商是一家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创始人，也是
桐城市一公益性商会的会长，“能够
走到今天，少不了乡邻的帮助、社会
的温暖。做人不能忘本，要懂得感
恩，尽最大可能回报社会，做一名有
爱心的企业家。”李斌商说。

2016 年 7 月，桐城遭遇特大洪
水，他安置了70多位灾民，免费提供
吃住近一个月；2020年7月，桐城遭
遇特大暴雨，他向红十字会捐款8万
元，用于抗洪救灾；2020 年 9 月，他

向范岗学区管委会捐款10万元，改
善教学条件，又向桐城二中、实验小
学分别捐赠10万元，添置教学设施；
2021年6月，他获得“安徽省优秀共
产党员”表彰，1万元奖金全部捐给
范岗镇花园村，用于支持该村发展
集体经济……李斌商在公益路上的
脚步从未停止。

他致力公益获得了家人的赞
许，也影响着孩子走上了公益之路，
父子三人共资助17名贫困大学生完
成学业。每年春节前，李斌商家庭
都有两项固定活动，从不间断。首
先带上礼物去社区养老院看望老
人，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然后拿出10万元在村干部陪同下慰
问孤寡老人和贫困家庭，逐户发放
慰问金。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李斌
商十分注重科技人才培养和科学技
术攻关，其公司主营橡胶循环应用、
公共安全产品等，研发的 E 系统轮

胎再生橡胶，被中国橡胶工业协会
推荐为品牌产品；高阻尼复合隔声
板通过技术鉴定，填补了国内同类
产品空白……

两个儿子受其科技创新理念的
影响，传承着父亲的工匠精神。大
儿子李俊虽不是科班出身，但他秉
承父亲吃苦耐劳、开拓进取的精神，
一心扑在事业上，自主学习、刻苦钻
研，现已成为集团研发创新专业带
头人。小儿子李季研究生毕业，现
任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仿真分析
工程师。一家人平日里在各自的岗
位上忙碌着，但每逢节假日，他们会
聚在一起品茶聊天，其乐融融。

李斌商家庭几十年如一日，热
心社会公益事业，注重温暖、文明、
和谐家庭氛围的培养，用点点滴滴
的真情诠释着家作为爱的港湾的真
谛。父子三人重视科研，强调创新，
用一个个专利和一页页成绩彰显着
家作为传承桥梁的风采。

投身公益事业 传承文明家风

他们用真情书写奉献与担当

本 报 讯（全 媒 体 记 者 刘 惠
子 通讯员 吴阳金）春耕时节，太
湖县多措并举引导农业转型发展，
一种新型的“鱼菜共生”模式悄然兴
起，“鱼菜共生”让动物、植物、微生
物三者之间形成和谐的生态平衡关
系，这种新型模式正逐渐成为农业
绿色发展的新时尚。

3 月 14 日，记者走进位于新仓
镇新仓村的蔬菜大棚基地，果园和
林下种养场所，布局规划整齐，场
面甚是壮观。蔬菜大棚内的几个

“大鱼缸”特别引人注目，来自县渔
业服务中心的专家正在给承办人

何达权进行“鱼菜共生”模式的技
术指导。以资源互补共生为技术
思路，将水产养殖与蔬菜生产两种
农耕技术相结合，“鱼菜共生”通过
将养鱼的水输送到水培栽培系统，
由细菌将水中的氨氮分解成硝酸
盐，最终作为营养被蔬菜直接吸
收，而在蔬菜的下方可以养殖泥
鳅、黄鳝、黄丫鱼等。以生态循环
为特点，通过水培种植蔬菜、高密
度水产养殖、微生物水处理技术、
水循环系统，实现鱼肥水、菜净水、
水养鱼的效果。

2022 年，何达权承包了村集体
的30亩蔬菜种植大棚，引进水循环
系统设备，办起了“鱼菜共生”绿色
环保新型产业。何达权告诉记者，
他以前一直是种植油菜、水稻等传

统作物，在接触“鱼菜共生”新模式
后，仅仅半年时间就尝到了甜头。

“以前一亩地的利润大概是300元，
现在通过‘鱼菜共生’模式一亩地
的利润达8000多元，是以前的25倍
以上，效益还是很不错的，同时解
决了周边一部分群众的就业。”何
达权说。

目前，“鱼菜共生”新模式在太
湖县有 6 个乡镇 7 个市场主体正在
试验示范，取得了良好效果。“‘鱼菜
共生’是可持续循环型零排放的低
碳生产模式，也是有效解决农业生
态危机的有效方法。”太湖县渔业服
务中心副主任陈怀玉表示，下一步
将加大推广力度，安排更多的专家
深入现场指导，推进农业高质量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

养鱼不换水 种菜不施肥

“鱼菜共生”打造绿色种养新模式

本报讯（通讯员 王鲍顺）为
打赢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推
进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桐城市
生态环境分局多渠道、多举措谋
划争取水环境保护治理资金，促
进辖区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修复。

申报中央专项资金，推进流
域治理项目落地生根。围绕菜子
湖流域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修复，
先后两批分别申报、成功获批
8000 万元中央水生态修复专项
资金。第一批 4000 万元资金用
于范岗小龙河、孔城三八河水环
境治理，促进沿岸污水收集和排
污口整治，治理工程将于 6 月底
完工；第二批4000万元资金用于
龙眠河水环境治理，促进总磷等
污染因子减排，实现生态效益改
善，目前项目已经开工。

统筹乡村振兴资金，推进农
村生活污水深度治理。结合农村
人居环境建设和农村改厕工作，
今年该局统筹乡村振兴资金900
万元，因地制宜实施分类整治，科
学分配320万元用于16个行政村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580 万元用
于推进4个镇政府驻地污水处理
设施提质增效。“十四五”期间，计
划完成 72 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和镇政府驻地污水处理设
施提质增效全覆盖，目前已衔接
乡村振兴资金1800万元，完成28
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8
个镇政府驻地污水处理设施提质
增效。

争取巡护保障资金，推进地
表水质断面达标管理。该局积极
争取有关巡护保障资金18万元，
聘请第三方实施常态化监督检
查，督促属地政府强化日常管理，
确保国省控断面（站点）等周边的
环境问题及时发现、及时解决。

广开资金源
促进水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