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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江露露
通讯员 方园）3月26日一大早，11
岁的杨妜带着乒乓球拍来到安庆四
中圆梦新区分校，和同学们一起兴奋
地等待一堂特殊的体育课。这节体
育课的老师，是奥运冠军许昕。

许昕是国内顶尖的男子乒乓球
运动员，14 岁在世界少年挑战赛上
同时获得男团、男单、男双冠军，22
岁在国际乒联职业巡回赛总决赛中
获男单冠军，23 岁在乒乓球世界杯
上获得男单冠军，成为中国首位获得
男单世界杯冠军的左手运动员，26

岁第一次夺得奥运冠军，31 岁第二
次夺得奥运冠军，完美演绎了辉煌而
传奇的职业生涯。

9时，体育课正式开始，“体育老
师”许昕走上讲台。

“其实失败比成功多”“要通过失
败去总结问题，让自己更强大”“希望
大 家 汲 取 体 育 精 神 更 好 地 去 学
习”……在讲台上，许昕分享自己的
经历，聆听同学们的提问，鼓励大家
用体育精神战胜各类困难。

随后，许昕拿起球拍进行现场教
学，杨妜也终于等到了上场的机会。

乒乓球是杨妜最喜爱的体育运
动，为此专业学习了五六年，在
省、市级乒乓球比赛中取得过佳
绩。教学现场，杨妜一个短促干净
的发球便显现出专业水平，许昕稳
稳接住、送回。几个来回中，许昕
慢慢加快节奏。在他的引导下，杨
妜的状态越来越好。“你有没有练过
左手？”“能不能打到这个点？”……
许昕一边接球一边通过询问进行指
导。杨妜越打越精彩，赢得现场阵
阵掌声。

10时30分，在和许昕的合影中，
这节比平常课时稍长的体育课下课
了。“今天，奥运冠军许昕来上体育课

了！这将是我终生难忘的一课。”杨
妜告诉记者，“这节课让我见识到了
冠军的风采、高水平的技术，我会继
续努力学习、提高技术。无论今后是
否从事乒乓球运动，都会像他一样努
力为国争光。”

“这是一堂‘精神’和‘体魄’双育
的体育课。”市教体局体卫艺科科长
姚久大介绍，“冠军进校园”活动是安
庆市落实“五育并举”的重要举措之
一，后期将陆续邀请更多高水平运动
员走进校园，让孩子们在与冠军的零
距离接触中，树立顽强拼搏的思想品
质、团结奋斗的团队意识以及为国争
光的远大理想。

“奥运冠军来上体育课了！”
许昕“客串”体育老师 与安庆学生“切磋”球技

①学生向许昕献花。
②许昕在讲台上分享自己

的经历。
③许昕现场教学，与学生

“切磋”球技。
通讯员 方园 摄

本 报 讯（全 媒 体 记 者 程 呈
通讯员 金若冰）在潜山市黄柏镇
大水村粉丝加工产业园，粉丝加工
告别传统手工制作，开启全自动生
产“外挂”，每日可产3000斤，今年预
计可产10万斤。

3月22日，产业园生产车间内机
器鸣响，晶莹剔透的红薯淀粉浆均
匀地摊铺在生产线上，蒸煮、冷却、
切丝、烘干等多道工艺完成仅需5个
小时。红薯淀粉变为一根根细长粉
丝出炉，称重装袋后销往全国各地。

除水稻外，红薯是黄柏镇另一
大粮食作物，村民在房前屋后均有
种植，粉丝加工业兴旺，占据了潜山
市主要粉丝市场。

“过去手工制作粉丝受季节气
候限制，即使天晴风大，晾晒干最快
也要 2 天，不仅加工慢，而且产量
小。有了全自动生产线后，粉丝实
现一体化生产，无须室外晾晒，避免
了粉丝干燥不充分，还解放了人力，
粉丝产量也大幅提升。”大水村村党
支部书记叶志刚说。

为解决粉丝传统工艺难以满足

市场需求的难题，2022年，黄柏镇争
取财政衔接资金245万元，建设粉丝
加工园，采取“村集体＋公司＋农
户”的生产模式，2023年引进全自动
粉丝生产线，配套干燥、切割等工艺
设备，可不间断流水作业，实现全年
化生产。

村民叶传青家 2.5 亩地全种了
红薯，每年可产红薯800余斤。“以前
家里红薯粉多了，8 元一斤都难卖
掉，大多留着自家吃或送人。现在村
里统一10元一斤收购，再也不担心红
薯粉卖不掉了。”叶传青笑呵呵地说。

一根小粉丝成就一个乡镇产
业。“黄柏粉丝”入选潜山市十大特
色皖菜，黄柏镇也成为远近闻名的
粉丝加工专业镇。红薯加工实现产
业化，不仅提高了农产品效益，增加
了村民收入，每年还可为村集体增
收 10 万元。村民们看在眼里、喜在
心中。

下一步，黄柏镇将积极对接各
方资源，探索线上销售平台和线下
实体店同步销售，推动传统优势产
业“老树发新芽”。

粉丝生产开启全自动“外挂”
日产3000斤 可为村集体增收10万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卢向
波 通讯员 杨卓燕）3月23日
傍晚，宿松县佐坝乡佐坝村杨柳
组40户村民众筹安装的81盏路
灯准时亮起。“以前晚上出门黑
灯瞎火，现在装了路灯，亮多
了。”村民柳小兵高兴地说。

杨柳组共有40户170人，其
中中青年基本在外打拼，留在家
里的多是老人。全长 308 米的
杨柳路贯穿全组，过去，组里这
条唯一的主路一直未安装路灯，
给村民夜间出行带来不便。

该组79岁的老党员柳德生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叮嘱在
上海打拼的杨柳组组长柳泽宏：

“你们在外打拼挣钱，一定不要
忘记建设家乡。”

去年12月8日，柳泽宏、柳
结宏、柳小兵等人牵头组建了

“建设美丽乡村群”，谋划安装路
灯事宜，号召大家众筹捐款。消
息一出，大家纷纷响应。12月8
日至 14 日，短短一周时间便筹
集到10万余元。

12月底，柳泽宏、柳小兵等

人从外地赶回村里，开始张罗安
装路灯。男女老少齐出动，终于
在今年1月30日将81盏路灯安
装完毕并实现亮灯。安装路灯
的同时，大家还对组里的广场进
行了维修。

“一盏盏路灯，不仅照亮了
回家的路，也温暖了大家的心。
今年春节应该是这么多年来我
们组最热闹的一年。”柳泽宏说，
很多在外打拼的村民知晓杨柳
路安装路灯后，纷纷提前赶回家
过年，瞧瞧村里的变化。

为留住乡愁、增添年味，杨
柳组还举行了“首届村晚”“首届
团圆烧烤节”，组织全组村民开
展集体拜年活动。同时约定，从
今年开始，要让仪式感满满的年
味活动形成惯例。

“我们将充分发挥内在动
力，结合和美乡村建设，建设老
年活动中心，丰富老年人生活；
实施组内通户道路硬化‘户户
通’，改善出行环境；清理2个当
家塘，整治农村房前屋后环境，
努力让村庄变花园。”柳泽宏说。

村民众筹10万元装路灯
照亮回家路，也温暖了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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