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9日，望江县太慈镇
桃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志
愿者开展了“小手包艾叶，童心庆
端午”端午节主题活动。活动现
场，志愿者们同小朋友们一起包
艾草花束，志愿者一边示范一边
讲解，使小朋友们亲身体验，感受
节日的气息和传统文化的内涵。

通讯员 高圆圆 摄

◀5月31日，“竞渡雷池 活力望江”
2025望江龙舟赛在莲花湖公园举行，14支龙
舟队伍在碧波荡漾的莲花湖水域展开激烈角
逐，现场热闹非凡，为端午佳节增添了浓厚
的节日氛围。 通讯员 汪勇 宗合 摄

假日缤纷又多彩假日缤纷又多彩

▼5月30日，望江县雷池镇组织慰问
组到镇中心敬老院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为
老人们送去节日关怀。慰问人员与老人们
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
活起居，叮嘱他们注意防暑降温、保重身
体。随后为老人们送上奶粉、面包等慰问
品及慰问金，祝愿他们节日快乐健康舒心。

通讯员 项守兵 沈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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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大数据平台24小时实时监测
土壤墒情，无人机在田野与水面之间来
回穿梭……在望江县华阳镇的广袤田
畴间，智能农机的轰鸣，正在奏响数字
农业的崭新乐章。

智能大棚：数字温控织锦缎

随着望江县三产融合发展的深入
推进，智慧农业正成为乡村现代化的核
心引擎。

5月30日，望江县皖水绿之源智慧
农业产业园内一片生机盎然。在人工
智能精准调控的温室大棚里，各品种辣
椒在恒温环境中舒展新叶，呈现出蓬勃
的生长态势。作为集智慧农业研发、数
字场景应用、农产品展示于一体的现代
化园区，其六大功能分区构建起全链条
产业体系。自2024年 6月投产以来，
34座智能大棚内，黄瓜、辣椒、西瓜等
作物茁壮成长，预计可带动周边200名

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在蔬菜育苗大棚内，智能洒水机正

进行精准喷灌作业。这套搭载多传感
器的智能控制系统，可通过现场操控或
手机 App，根据作物特性自动调节光
照、温度、水肥参数。数字化管理让作
物产量提升30%以上，真正实现了“科
技增产”。

两段收割：金穗分段奏凯歌

通过品种改良、机械普及和模式
创新，华阳镇正让“油瓶子”装满科技
含量。

随着白沙村的油菜田从金色花海
蜕变为青黄相间的丰收图景，智能收割
机开始往来穿梭，将沉甸甸的油菜秆整
齐割倒，铺就满地金黄。

针对传统机收损失率高的难题，华
阳镇创新推行“两段式”收割技术：先将
油菜割倒晾晒3～5天，利用自然光降

低籽粒含水率，再由捡拾脱粒一体机完
成清选、分离、秸秆还田全流程作业。
实测数据显示，该技术使机收损失率
从 25%降至 10%，收割周期缩短整整
7天。

种植大户汪忠东的230亩油菜田
见证着科技的力量。加装分段收割平
台的收割机平稳作业，让油菜秆在田间

“日光浴”后再进行二次脱粒。“每亩减
少损失20～30斤，按当前市价算，每亩
多增收近200元。”谈到新技术带来的
新收益，汪忠东的喜悦溢于言表。

无人机投：银燕巡塘撒玉珠

在磨盘村蟹塘边，养殖大户胡祎芳
轻触手机，植保无人机便载着饲料腾空
而起。5分钟内，180多亩蟹塘完成均
匀投喂，而传统人工操作需 2 人耗时
1～2小时。这款具备自动导航功能的
无人机，通过预设航线实现全流程智能

化作业，飞手可实时监控投喂进度。“角
落全覆盖，投喂更均匀，螃蟹长势明显
更好。”胡祎芳介绍，在接受系统培训
后，她对无人机的操作已运用自如。

更值得关注的是“蟹稻共生”循环
模式：蟹池尾水经处理后成为稻田有机
肥，长江活水注入形成生态闭环。这种

“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模式，既实现了
“蟹肥稻绿”的生态效益，又创造了经济
效益——优质螃蟹最高售价达每斤75
元，180亩蟹塘预计年产值60万元。

智能化大棚的反光与无人机的航
灯交相辉映，田埂上的5G信号塔如同
银色哨兵守护着这片智慧农田。当新
农人用区块链记录每颗蔬菜的生长轨
迹，当物联网传感器编织起土壤墒情的
神经网络，华阳镇的蜕变早已超越技术
层面——当科技的种子播撒在希望的
田野，收获的不仅是五谷丰登，更是乡
村振兴的无限可能。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伊婷

无人机撒网 传感器织梦

“数字渔耕图”编织新希望
本报讯 5 月 27 日，望江县

总工会数智化工会驿站建成暨新
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和友好商圈揭
牌活动在云珠广场举办。同时

“望江县数智化工会驿站”“望江
县新就业群体友好商圈”揭牌。

望江县通过招投标方式，高
标准引入第三方设计、建设数智
化工会驿站的做法有效可行，智
能环境控制、人流量统计、一键报

警及信息发布系统等智能化功能
凸显，为工会驿站真正发挥作用
提供了有力有效支撑，夯实了数
智化工会驿站品牌成效。该县总
工会正在进一步完善数智化工会
驿站运行实效，加大工作宣传力
度，健全工会驿站运行、管理、监
督等长效制度，着力打造数智化
工会驿站建设全市样板。

（通讯员 曾宇洋）

望江：

首家数智化工会驿站揭牌

本报讯 盛夏时节，水域安全牵动
着千家万户的心。自今年4月起，望江县
凉泉乡纪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
位，针对群众集中反映的重点水域安全
隐患问题，以“群众点题、纪委督办、部门
整改”模式开展防溺水专项治理行动。
乡纪委联合应急、公安、团委等多个部
门，走遍全乡10个行政村的52处重点水
域，推动整改12项问题，凭借“铁脚板＋
硬举措”织密防溺水安全网络。

“因为此处是急拐弯，去年夏天村
里就有车子险些掉下去，到现在护栏还
是歪的”“水库边的救生杆被风吹走了
也没人补充”……2025年3月，凉泉乡
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接连收到
12条群众留言，问题矛头直指防溺水设

施维护缺失。乡纪委迅速梳理问题清
单，发现涉及警示标识老化、救援设备
缺失、防护栏破损等4处共性问题，其
中韩店村龙头组门口塘因没有护栏被
群众多次提及。

“防溺水工作关乎青少年生命安
全，必须动真碰硬抓整改！”4月8日，由
凉泉乡纪委牵头，团委、应急办、派出
所、关工委等部门组成的联合督查组正
式成立，采取“四不两直”方式直奔现场。

督查组首站就前往龙头组门口塘，
200平方米的水域仅有一块字迹模糊
的警示牌，塘边的救生圈和救生杆也不
见踪影。“这就是典型的防溺水工作未
落实到位，必须立即整改。”凉泉乡分管
负责同志沈凯芳当场约谈村防溺水分

管工作人员。
这样的场景在督查过程中并非个

例。在凉泉村太阳葡塘，救生杆被随
意堆放在草丛中；湖滨村当家塘的防
护标识模糊难辨；凤林村甘塘门口塘
警示字迹不清晰……督查组运用“五
查工作法”：查设施完整性、查标识清
晰度、查设备可用性、查责任包保人、
查群众知晓度，建立问题台账并实行
销号管理。

“防溺水不能搞‘一阵风’，要让监督
发挥实效。”乡纪委建立“周调度、月通
报”机制，对整改进度迟缓的村下发2份
督办单，约谈村干部1人次，推动形成“排
查－交办－整改－回头看”的闭环管理。

5月22日，韩店村龙头组村民惊喜

地发现，家门口的水塘竖起了崭新的护
栏。24米长的不锈钢护栏沿塘而建，1
块警示牌立在显眼位置，救生杆上的荧
光贴纸在夜间清晰可见。在面对乡纪
委工作人员的回访时，当地群众纷纷表
示：“现在带孩子散步安心多了！”

这样的变化在全乡同步呈现：335
块标准化警示牌统一更换，采用反光材
料制作的标牌在百米之外就能辨识；
350根竹竿贴上“防溺水救生杆”的醒目
标识；10个村的52处重点水域全部建立
设备维护档案，明确10名管护责任人。
更令群众感到暖心的是，12件通过“监
督一点通”平台反映的问题，从受理到
办结平均仅用3.2天，满意率达100％。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姚文涛）

用好监督利剑拧紧防溺水“安全阀”

本报讯 近来，望江经开区锚
定“向存量要空间、向低效要效益”
目标，创新运用“亩均贷”机制，全
力优化土地要素配置，在低效用地
盘活领域不断实现新突破，为区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构建全域治理体系，唤醒低效
用地“一池春水”。制定专项实施
方案，构建“退散进集、腾笼换鸟、
复合开发”全链条治理模式，组建
工作专班，集中攻坚多家“僵尸企
业”。通过收购重组、以商招商等
举措，曾经闲置的大片地块如今焕
发新生，已有十余家低效企业完成
盘活转型，纷纷引入新产业项目，
涵盖汽车零配件、高精密电路板等
多个领域，规划建设印染产业中
心，成功引进旺江纺织、福沣纺织

等高端纺织印染项目。
科学优化空间布局，拓展产

业发展新载体。在规划层面，将
多个工业集中区纳入开发区统一
管理，进一步夯实发展基础。通
过“落地上图”精细化管理手段，
为产业升级预留充足空间，科学
布局产业发展新版图，推动产业
集群化、协同化发展。

创新全周期监管机制，筑牢土
地集约利用防线。建立“事前论证
—事中监管—事后评估”全链条管
理体系。项目准入时，多部门联合把
关，严格执行用地标准关键指标，推
行工业项目“双合同”监管模式，明确
企业履约责任，从源头上杜绝低效用
地产生，确保每一寸土地都能发挥最
大效益。 （通讯员 徐建东）

破局低效用地服务高质量发展

5月29日，走进望江县高士镇龙口
村，空气中浮动的粽香犹如无形向导。
循着香气来到村经济合作联合社，10余
名“粽娘”正巧手翻飞——翠绿粽叶在
掌心舒展，雪白糯米间点缀着蜜枣、蛋
黄，细绳穿梭缠绕间，一个个棱角分明
的粽子跃然案头。

“现在每天要发出1000多单，电商订
单占六成。”合作社负责人檀松根边打包
快递边说。车间内，现代化真空包装机
与手工包制区相映成趣，传统工艺与现
代技术在这里完美融合。这份忙碌背
后，是一个传承百年的味觉记忆正焕发
新生机。

据村志记载，龙口包粽技艺始于清

嘉庆年间。地处长江冲积平原的天然
优势，让这里出产的糯米颗粒晶莹、黏
糯适口，野生芦苇叶清香沁人。村民廖
犬枝祖辈都守着这份手艺，“过去只在
端午前后包些走亲访友，没想到现在成
了致富门路”。

转变始于2022年村经济合作社的
成立。通过“市场+合作社+基地+农户”
模式，村里整合零散作坊，投资建成标
准化车间，注册“粽飘香”商标，引入真
空包装延长保质期。现在，从粽叶清洗
到糯米浸泡，从馅料配比到柴火蒸煮，
12道工序都有明确标准。

“每包一个粽子赚两毛五，手快的
一天能挣150元。”廖犬枝说话间已包

好二十多个粽子。像她这样的“技术能
手”村里有12位，带动周边40多户村民
参与产业链。62岁的脱贫户廖大爷负
责粽叶分拣：“别小看这活儿，旺季每月
能增收3000多元。”

产业振兴带来连锁效应。合作社
与农户签订150亩糯米订单，带动发展
粽叶种植基地80亩，鸭蛋养殖户新增
12家。村党总支书记朱哲给我们算账：
去年粽子销售额突破380万元，村集体
增收28万元，户均增收1.2万元，真正实
现“小粽子大产业”。

在电商直播间，“龙口手工粽”成为
网红产品。“我们要让传统手艺接轨现
代市场。”朱哲介绍，合作社组建专业运

营团队，开发出低糖养生粽、杂粮粗食
粽等8个新品种。冷链物流车每天将
新鲜粽子送往长三角城市，最远的订单
来自黑龙江。

站在飘着粽香的车间外，朱哲描绘
着更宏大的蓝图：建设粽子文化体验
馆，开发粽叶茶等衍生产品，打造“前店
后厂”的乡村旅游模式。“要让龙口粽香
飘得更远，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端稳

‘绿饭碗’。”
暮色渐浓，合作社依然灯火通明。

蒸汽升腾间，粽香裹挟着致富希望，在
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久久萦绕。传
统与创新碰撞的火花，正照亮乡村振兴
的康庄大道。 （通讯员 何应松）

高士镇：

“指尖手艺”绽放“指尖经济”

本报讯 近日，望江县市场监
管局围绕食品安全、特种设备等重
点领域开展专项检查，全面排查风
险隐患，绷紧“安全”这根弦，确保
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端午节。

执法人员深入辖区企业等重
点场所，聚焦电梯、压力管道、锅
炉、叉车等重点设备，通过查阅资
料、实地查看、座谈交流等形式，
重点检查设备登记注册、定期检
验、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及应急预
案制定执行情况，督促特种设备
使用单位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
查、月调度”机制，加强事故信息
报送。要求企业时刻绷紧特种设
备安全弦，做到警钟长鸣、常抓不

懈。此外，对液化气充装站、压力
容器等高风险设备进行突击抽
查，严防带病运行。截至5月30
日，这次检查共出动执法人员145
人次，检查各类市场主体61家。

针对节日期间出现的消费市
场高峰，该县以商超、农贸市场、
餐饮单位为重点，严查进货查验、
储存条件、标签标识等环节，严厉
打击销售过期、变质食品等违法
行为，尤其检查粽子、绿豆糕等包
装层数、包装空隙率以及包装成本
与销售价格的占比等情况，查看是
否存在价格违法行为，引导经营主
体依法依规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员 吴问娜）

绷紧“安全弦”护航节日市场

本报讯 近来，望江县商务
局精心组织望江城区130余家商
户开展丰富多彩的促销活动，各
大商业街区、购物中心、餐饮场所
人气爆棚，夜间经济更是亮点纷
呈，夜市、灯光秀、露天演出等活
动异常活跃，吸引了大量消费者，
仅“五一”期间，客流量日均达10
万余人次，消费市场持续火爆，假
日经济带动消费近亿元，为城区
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

该县城区各大商业场所纷纷
推出特色活动，吸引了大量消费
者。云珠广场现场各类人偶吸引
孩童游玩拍照，地面中心的打火
花表演更是令人眼前一亮，日均
客流量达13000余人次，带动消费

800余万元；世纪华联全场五一期
间各类商品大折扣，以实惠的价
格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前来购物，
日均客流量5000余人次，带动消
费 500 余万元；好又多商场开展

“约惠五一，畅游一夏”欢乐骰子
赢好礼活动，更有多项大奖赠送，
日均客流量3000余人次，带动消
费200余万元；一望江湖开展“网
红墙打卡”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
前 来 拍 照 打 卡 ，日 均 客 流 量
2500 余人次，带动消费 100 余万
元。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消费者
的购物体验，也极大地激发了消
费活力，为城区商业市场注入了
新的活力。

（通讯员 何昊 周芳枝）

多彩活动点燃消费热情

5月26日，望江县鸦滩镇组织开展民兵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检验
队伍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快速响应和处置能力，确保民兵应急连始终
保持“箭在弦上”的战备状态。通过此次演练，鸦滩镇民兵应急连进
一步强化了战备意识，有效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
能力。下一步，鸦滩镇将继续加强民兵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各类应
急演练，不断提升队伍实战能力，确保在应急时刻能够发挥重要作
用。 通讯员 吴鑫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