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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春节临近，车流、人流、物流大幅增
加，大型群众性活动增多，加之近
期少雨、气温偏高，全市森林防火
形势严峻。1月22日，记者从市森
防办获悉，当前全市各地正全力以
赴、枕戈待旦，切实做好森林防灭
火工作。

岳西县压实森林防灭火包保
责任，落实属地乡镇、村级主体责
任，严控野外用火，坚决打击违法
行为，形成高压震慑效应；强化值
班值守，对落实不力的责任人实行
倒查追责；管控重点人群，尤其关
注敬养老院、农村分散供养五保老
人、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冬季烤火
安全。

潜山市层层签订责任书，实行
联村联组、包组包片负责制，确定
山头地块，责任分解到人；1446名
生态护林员均配备音频设备，利用
扩音喇叭不间断地宣传森林防火；
强化队伍建设，严打违规野外用

火。组建了市级 100 人的专业队
伍，天柱山林场、驼岭林场和板仓
自然保护区均组建了不少于20人
的专业驻地森林消防队伍。

太湖县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实行包保领导抓网格、领导带
班值守制度，防火值班电话做到24
小时畅通；对森林防火值班情况不
定期抽查，凡是不到位到岗的一律
通报批评、追究责任；广泛宣传，增
强基层林区、尤其是山区群众的森
林防火意识，把森林火灾的预防和
扑救转化为自觉行动。

地处皖鄂赣三省交界的宿
松 县 ， 加 强 群 防 群 治 队 伍 建
设 ， 建 立 联 动 联 勤 工 作 机 制 ，
和接壤的湖北省黄梅县、蕲春
县建立省际毗邻区森林防火灭
火工作应急协同机制，做好省
际 边 界 区 域 森 林 防 火 灭 火 工
作，目前全县森林防火灭火群
防群治力量达到 4360 人。

桐城市向所有镇街配发国债

项目装备物资，要求各镇街强化物
资管理，确保在关键时刻能够拉得
出、用得上。装备物资涉及地震地
质灾害救援、森林火灾扑救、抗洪
抢险、水域救援和综合保障等多个
领域，共计733台（套）。

宜秀区通过乡村应急广播不
间断播出森林防灭火禁令、森林
防灭火安全知识；开展森林防灭
火宣传进村（居）、进学校、 进小
区、进企业、进家庭、进景区活动，
看好村口、沟口、路口、卡口、入
口，实行“入山登记、出山销号”，
杜绝火种进山。

…………
市森防办要求，各地要严格管

控重点区域、重点人员，加大巡护
工作力度，做到火情早发现早处
置；要加强区域联动、部门协作，提
升应急处置能力；要强化宣传，增
强群众对森林火灾的防范意识，切
实保障森林生态和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严控野外用火 组建专业队伍 建立应急协同机制

全力织密森林防火“安全网”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通讯员 龚金石）1月17日上午，宿松
县复兴镇套口村宇宏纺织公司生产车
间内机械轰鸣，偌大的生产车间里没
有一名工人参与纺线，唯有数名工人
骑着小型电动设备来回穿梭，不时驻
足检查机器运行情况。一台台纺纱机
上密密麻麻分布着成千上百个纺锤，
纺锤快速转动，发出“沙沙”的声音，纺
好的线自动缠绕在纺轴上。

从需要大量劳动力到目前的自动
化，宇宏纺织公司的改变，源于“智改
数转”。“我们引进了粗细络联等先进
设备，让所有工序实现了自动化和半
自动化，不仅大大减少了人力投入，而
且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也大幅提升。”
宇宏纺织公司负责人何响林指着正在
高速运转的纺纱机说，“智改数转”后，
生产全流程变得更轻松、更数字、更智
慧。同规模的生产线，原来需要几十
名工人，采用智能化生产设备后，两三
名工人就能完成生产线的操作，而且
现场工人只需巡检，其他工序全部由
智能化系统操作完成。

宇宏纺织公司是复兴镇率先进行
“智”变升级的企业，引进年产3000吨
智能纺织项目，购买25台（套）涡流纺
纱机、精梳棉机等先进生产配套设备，
形成了 5 条智能高效生产线，每天一
班只需要10余名工人，产量能达到10
余吨，实现年产值超8000万元。

复兴镇是宿松县工业大镇，纺纱
纺织是该镇传统产业，镇内11家规上
企业中有9家从事纺纱纺织。该镇鼓
励引导企业加大技改投入、推进设备
更新，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制
造技术，向“智改”要动力、向“数转”要
活力，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转型。去年，该镇除宇宏纺
织公司外，盛宏发公司、鑫宏瑞公司等
纺织企业都相继进行了“智”变升级。

在“智改数转”赋能下，各企业车
间内精梳机、粗纱机、细纱机、络筒机
等生产机器实现了自动飞速运转，设
备的参数被实时监控，一旦参数出现
异常，便会有警报提醒操作员及时运
维，大大提高了智能制造水平，跑出了
数“智”加速度。

如今，该镇内纺织企业自动化、智
能化覆盖了粗条、粗纱、细纱等生产流
程，实现了从棉花到棉纱的全流程制
作，形成“链条全、规模大、效益优”的
纺织产业集群。

“‘智改数转’让传统产业焕发新
机。下一步，我镇将以企业智能化转
型为切入点，以店小二式服务助力企
业实现拿地即开工，引导纺纱纺织企
业持续引进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线，通
过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加
大品牌建设力度，增强镇域产业发展
的新优势、新动能。”该镇党委书记陆
克武表示。

“智改数转”

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储永志
通讯员 金江琴 文/图）1 月
21 日，岳西县巍岭乡巍岭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 2024 年度分红
大会举行，这是巍岭村第五年

“分红”。
本次分红，除既定的巍岭

村 1392 名村集体经济成员外，
还新增了122名满70周岁以上
的股份经济合作社成员和 104
名2010年1月1日到2018年12
月 31 日出生的九年义务教育
阶段的学生。其中，集体经济
成员每人分红50元，70至79周
岁成员每人分红 300 元，80 至
89 周岁成员每人分红 500 元，

90 周 岁 以 上 成 员 每 人 分 红
1000 元，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
学生每人分红 200 元，总计分
红15.43万元。

2024 年，巍岭村“两委”充
分发挥资源优势，积极探索适
合本村的发展路径，通过农文
旅融合发展，不断壮大村集体
经济，集体经济纯收入达71.54
万元。村“两委”将集体经济收
入中的 35%作为集体公积金，
用于村集体经济滚动发展；
53%作为集体公益金，用于村
集体公共支出，包括慰问困难
户、大病户，70 周岁以上老年
人和九年义务教育的学生分红

和村内公共公益事业支出；
12%向股东分红。

巍岭村负责人表示，未来
将与广大村民携手奋进，努力
办好村里每一件事，特别是将
集体经济收益实实在在地用
在实处，确保每年按时进行分
红，时刻做好人民的勤务员，
随时接受群众的监督，不辜负
全体村民的信任和重托。

分红大会前，还举行了“药
乡 巍 岭 黄 梅 飘 香 ”巍 岭 乡
2025年迎新春黄梅戏票友联欢
会，黄梅戏票友用一曲曲经典
的黄梅戏选段庆祝即将到来的
春节。

集体经济喜结硕果 村民共享发展“甜头”

分红15.43万元！乡亲们“提钱”过大年

①村民在观看巍岭乡2025年迎新春黄梅戏

票友联欢会

②巍岭村的老人在排队领取“分红”

③学生在展示领到的“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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