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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桐城市大关镇麻山村，一条条
短视频正悄然改变着一位普通农妇的
生活。她叫胡右霞（网名“麻山胡大
姑”），一位60多岁的农村母亲，凭
借质朴的幽默感和接地气的乡村生活
记录，与儿子共同运营的抖音账号粉
丝已突破10万。

从田间地头到灶台锅边，这对母
子用镜头讲述着乡村的烟火故事。“胡
大姑”的短视频里没有精致的滤镜，也
没有刻意编排的剧情。镜头前的她系
着围裙，一边麻利地翻炒着土灶铁锅
里的咸肉青菜，一边用桐城方言念叨
着：“大伙儿呐，生活就像这锅菜，火候

到了自然香！”这条看似平常的做饭视
频，因她一句“咸淡都是滋味，日子总
要过出头”的感慨，获得数千点赞。网
友评论道：“听胡大姑说话，像被自家
长辈安慰了一样。”

她的内容“密码”或许正在于此：
真实的乡村日常、充满智慧的俚语金
句、面对生活时乐观的态度。无论是
腌咸菜时调侃“酸苦辣咸都是人生”，
还是下雨天笑言“老天给我家免费稻
床”，胡大姑总能将琐碎的农居生活变
成治愈人心的“乡村哲学课”。

账号的另一位主角是胡大姑的儿
子王兆晖。80后的他曾在外地打工，

2020年返乡后萌生了用短视频记录母
亲生活的想法。母子俩分工明确：胡
大姑负责“主演”，小王则承担拍摄
剪辑。为了捕捉母亲最自然的状态，
小王常常把手机架在墙角，让胡大姑
忘记镜头的存在。

走红后的胡大姑母子并未离开麻
山村。相反，他们的视频成了展示乡
村本土文化的窗口：清明做蒿子粑、
腊月晒香肠、方言讲古早童谣……有
民俗学者留言称赞其“保留了正在消
失的农耕记忆”。

但流量亦带来压力。胡大姑坦
言，有时为了想新内容“愁得睡不着

觉”，儿子则面临着商业合作与内容
纯粹性之间的平衡难题。尽管如此，
母子俩仍坚持着初心。他们的视频内
容不仅展示了麻山村如诗如画的山野
风光和绿色纯正的生态农产品，还通
过电商平台为当地土特产打开了线上
销售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胡大姑母子的故事是大关镇乡村
振兴的一个缩影。在他们的带动下，
该镇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尝试通过电
商直播销售农产品。通过“党建+产
业+直播”的模式，大关镇正在探索
一条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通讯员 吴丽

农妇成网红 短视频点亮振兴路

用镜头讲述乡村烟火故事

本报讯 “造血干细胞是怎样捐
献的？”“捐献造血干细胞后，对身体有
影响吗？”……最近，潜山市梅城镇的
许创总是会被身边的人问这些问题，
每次他都会不厌其烦地回答，并志愿
宣传干细胞知识。

1987年出生的许创是退役军人，已
坚持献血多年，献血总量达 9700 毫
升。去年，他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了
一名光荣的志愿者。今年3月底，许创
就接到了配型成功的通知。接到安庆
市红十字会的电话后，他在内心就坚定

了想法，“一定得去，哪怕家人不同意！”
许创的捐献过程很顺利，事后他

还收到了患者转交来的匿名感谢信，
得知他救了一位患有骨髓瘤的母亲，
让单亲的孩子没有成为孤儿，他觉得
很欣慰。回来后，他也乐于分享捐献
经历，想让身边人对造血干细胞捐献
有更多了解。

许创是潜山市第二例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去年，和他同镇的居民储小三
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为一名白血病儿
童带去“重生”的希望。许创和储小三

的“爱心接力”也感染了身边的很多人，
坚持无偿献血 20 多年、献血总量达
10700毫升的夏元兵说，“如果有救人的
机会，我也愿意去。”同样坚持献血20
余年的李国平也加入了中华骨髓库，随
时准备贡献出宝贵的“生命火种”。

“在潜山市无偿献血人数达1万多
人，总献血量达275万毫升。这其中，
已累计有127位志愿者加入中华骨髓
库，形成‘春潮涌动’般的生命守护力
量。”潜山市红十字会秘书长卢晨介
绍，潜山市将捐献纳入“三免”政策及

见义勇为奖励范畴，近几年累计为捐
献者争取荣誉表彰20人次，发放专项
补助5万元；打造“世界红十字日+短视
频+培训课堂”立体传播网，提升群众
知晓率；建立“红马甲”宣讲团深入全
市镇村和企业，培育90后捐献典型，形
成“老带新”的爱心传承链。在志愿者
们看来，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配型
成功、完成捐献，但所有人都可以为捐
献造血干细胞尽一份力。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
员 潘艺）

爱心接力，传递生命希望

近日，在望江县长岭镇南台村种
粮大户金生根的一片水稻田里，农机
在田间来回穿梭作业，翻涌起层层泥
浪。与此同时，一群群白鹭在农机旁
轻盈地飞舞着，它们时而低头觅食，
时而振翅高飞，共同勾勒出一幅生机
勃勃、如诗如画的生态美景。

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持续推进，
长岭镇积极引进先进农业技术，大力
推广机耕机插秧技术。

“以前依靠人工平整稻田，10个

人忙碌一整天，也只能平整2亩地。
如今，机器1小时就能平整5亩，还
能确保整块田的高低差不超过 3 厘
米。机械平整后的稻田灌水均匀，秧
苗成活率提高5%，每亩大约增产10
公斤。”金生根感慨地说道。

在机械忙碌作业的同时，一群群
白鹭如同灵动的精灵，在机旁翩翩起
舞。它们或紧跟在大型农机后，觅食
被翻起的泥土中暴露出来的虫子和小
鱼；或在稻田上空盘旋，用敏锐的目

光搜寻着食物。
近年来，长岭镇采取了一系列有

力措施，加强了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治
理，推广使用有机肥和生物农药，降
低对土壤和水源的污染；加大了对湿
地、河流等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力
度，为鸟类等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
栖息环境。“以前很少能看到这么多
白鹭，现在生态环境好了，它们都来
了。看着这些白鹭在田里飞，感觉心
情都变好了。”南台村村民刘的良兴

奋地说道。
通过生态农业的发展，农产品的

附加值得以提高，农民的收入显著增
加。与此同时，农村的生态环境得到
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大幅提
升。“我们将持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
力度，推广生态农业技术，让更多的
白鹭在这片土地上栖息繁衍，让我们
的乡村更加美丽宜居。”长岭镇党委
书记汪结冰说道。
通讯员 檀春红 全媒体记者 许娟

机耕田间白鹭飞 生态画卷美如画

“以前下雨天两脚沾泥，晴天又
是一身灰；现在好了，水泥路直通家
门口，小车都能开进来！”6 月 22
日，在吕亭镇陡岗村坟元组，86岁的
吴显贵老人俯身蹲在新修的水泥路
边，布满皱纹的手一遍遍摩挲着光洁
平整的路面，笑容绽放在脸上。

这条宽 3 米、厚 12 厘米的水泥
路，曾是困扰6户村民多年的“泥水
路”——雨天泥浆漫过脚踝，老人小
孩常摔跤；农忙时运粮车进不来，全
靠肩挑背扛。而如今的蝶变，源于吴
家三兄弟吴明月、吴明光、吴明堵的
3万余元捐资，更源于吕亭镇把开展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融入办好民生实事的具体实践。

“这条路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53岁的吴明堵回忆起修路初衷
时仍难掩激动。端午假期，在外务工
的吴家三兄弟返乡团聚，看着家门口
泥泞不堪的道路，一番商量后决定自
筹资金硬化道路。“钱不够咱们凑，
活儿咱们带头干”的提议，迅速得到
邻里响应，大家积极参与其中。

好事多磨，施工前期，吴家就因
路基问题与邻居张家产生矛盾。

“六尺巷也是张、吴两家的事，
最后结果也是你让一点，我让一
点。”陡岗村党总支书记张兵在走访
中得知症结后，第一时间牵头协调，
很快化解了纠纷，张家主动将水泥墙
脚退让半米，工程得以顺利施工，道
路转角更宽敞了。

“党委当‘中间人’，帮我们把心

愿变成了现实。”吴明堵站在路中
央，指着延伸至家门口的水泥路面
说。“现在邻居们见面都笑着打招
呼，这条路成了真正的‘连心路’。”

坟元组的修路故事，恰是吕亭镇
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一个缩影。

“‘开门教育’的关键是要解决群
众的急难愁盼。”吕亭镇党委副书记王
小韬说，全镇类似坟元组的民生痛点
还有不少，鲁谼山村复建路沿线电力
设施老化，连山村电力台区需要迁移，
镇域多处环境卫生问题待整治……

为此，吕亭镇争取280万元项目
资金用于鲁谼山村电力提升工程，镇
村配套20万元架设线路2065米；发
放6180余份《宜居桐城你我创》倡议
书，以“门前三包”为基础，发动群

众清理房前屋后垃圾、杂草923处，
创建“美丽庭院”97户，打造“五小
园”77个。

“现在走路不沾泥了，这是给我们
修了一条幸福路。”村民吴志国笑着
说，路修好后，邻里自发清扫路面、维
护周边环境，家家户户主动打扫门前
卫生。“路干净了，人的心气也顺了。”

连日来，吕亭镇不仅解决了群众
身边的“行路难”“用电难”“卫生
差”等具体问题，更激发了群众参与
乡村建设的热情——“开门教育”，
叩开了群众心门。正如张兵所说：

“吴家三兄弟带头捐资修路，比任何
动员令都更有说服力，这就是作风建
设带来的‘化学反应’。”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李晶晶

“开门教育”叩开幸福门：

吕亭干群同筑“连心路”

本报讯 6月 21日，一场暴雨
突袭太湖县百里镇，连续几日的降
雨导致辖区内河流水位迅猛攀升，
稻田被淹、道路阻断、房屋进水，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峻考验。
灾情就是命令，百里镇党委政府
闻"汛"而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
急预案，以“战时状态”统筹调度
全镇抗灾力量，在狂风暴雨中构筑
起守护群众的坚实屏障。

百里镇各重点水库的值守人员
冒雨迅速奔赴岗位，及时完成开闸
泄洪操作，有效缓解了水位上涨的
压力。各村（居）的党员干部迅速
组成应急突击队，挨家挨户排查房
屋安全隐患，帮助村民转移贵重物
品，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与此同时，该镇住建交通部门
在危险路段放置路障，疏导交通，
防止过往车辆误入深水区。镇农业

农村和应急管理工作人员踩着泥浆
走进受灾稻田，查看受灾情况，指
导农户开展灾后自救，最大限度减
少农户损失。

在全力抢险救灾的同时，百里
镇积极利用便民微信群、应急广
播、宣传栏等多种载体，及时将最
新气象信息、雨情及防汛动态传递
至每家每户，时刻提醒村民加强防
范。通过多样化的宣传手段，有效
提升了群众的防汛意识和自救能
力，为抗汛救灾工作奠定了坚实的
群众基础。

接下来，百里镇将着手开展
受灾后续保障工作，继续保持高
度警觉，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强
化隐患排查和应急值守，全力以
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保障全镇安全度汛。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在暴雨中筑牢安全防线

本报讯 眼下，望江县长岭镇
龙林村采摘示范园里的蟠桃迎来了
成熟季。

6月22日，在龙林村采摘示范
园蟠桃园，一排排桃树郁郁葱葱、
枝繁叶茂，一个个金灿灿、红彤彤
的蟠桃沉甸甸地挂满枝头，散发着
浓郁诱人的果香。不少游客穿梭林
间，精心挑选形好香甜的桃子，现
场品尝新鲜的原生态水果。

“这儿的蟠桃又大又鲜，品相
好，汁多果甜，还能让孩子体验农
耕乐趣。”来自县城的游客檀霞伢
边采摘蟠桃边高兴地说道。

龙林村采摘示范园项目是2018
年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共同谋划打
造的扶贫产业项目，也是村里的龙
头企业，该桃园面积40余亩，里面
种植有锦绣黄桃、白桃、蟠桃、冬
桃四个品种的桃树，通过科学种植
和精细管理，桃树生长旺盛，果实
品质优良，今年的蟠桃长势更是喜
人，广受消费者的青睐。

“采摘示范园里蟠桃园面积 15

亩左右，现在正值蟠桃成熟期，
据统计，本季蟠桃综合产值在 6
万元左右，这段时间蟠桃供不应
求，除游客现场采摘外，还送往
周边的一些商超。”龙林村党总支
书记刘学昌说。

“接下来马上要成熟的是黄桃
和白桃，下一步是冬桃，桃园常年
用工800余人次，村民务工收入10
万余元，村集体年增收20余万元，
实现了‘结一个果子，富一方百
姓’的绿色发展愿景。”刘学昌说。

蟠桃缀枝头，增收有盼头。近
年来，长岭镇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引导农户种植特色农产品，大
力发展精品水果，打造“果香、景
美、人和”的生态果园，真正把一
棵棵鲜桃树打造成村民增收致富的

“摇钱树”，增加了集体收入，鼓足
了村民的“钱袋子”，走出了一条

‘农旅融合、集体带动、村民共
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通讯员 檀春红 全媒体记
者 汪秀兵）

蟠桃缀枝头“丰”景入画来

本报讯 望江县凉泉乡积极响
应全国安全生产月号召，通过一
系列扎实有效的举措，推动安全
生产理念深入人心，切实保障辖
区安全稳定。

凉泉乡围绕“查找身边安全隐
患”目标，组织应急、消防、派出
所等多部门成立联合检查组。深入
辖区企业车间、商超饭店、校园食
堂、敬老院等重点场所，针对设备
运行、消防设施、食品储存等方面
开展细致排查。对排查出的隐患现
场记录，要求责任单位限期整改，
同时建立动态跟踪台账，确保隐患
整改“闭环管理”，截止目前共排
查隐患问题 24 条，已整改 18 条，
从源头上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该乡邀请县应急局、县消防

救援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业务
骨干开展专题培训。结合工贸企业
生产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
领域的实际案例，系统讲解安全生
产规范与应急处置技巧。培训不仅
提升了企业管理人员的安全管理水
平，还让乡村干部掌握了基础应
急知识，为应对各类安全风险筑
牢专业防线。

多元宣传，共筑安全防护网
同时，该乡应急办联合多部门

陆续在超市，街道开展安全宣传咨
询日活动，向群众普及家庭用电、
燃气使用等安全知识。鼓励群众主
动发现并上报身边隐患，形成全民
参与安全生产的良好局面，让安全
意识扎根于每个角落。

（通讯员 韩锋）

隐患排查见成效 安全环境大提升

本报讯 近期，宿松县柳坪乡
在辖区各村常态化开展“扫黄打
非”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

此次行动由柳坪乡综治中心牵
头，联合派出所、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等多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重点对
辖区内书店文具店、印刷复印店、校
园周边商铺、寄递物流点以及宗教
场所等进行了拉网式排查。检查内
容包括非法出版物销售、传播淫秽
色情信息、盗版书籍流通、非法宗教
宣传资料及非法印刷活动等。

截至6月23日，检查组共检查
经营单位14家，发放宣传资料100
余份，签订责任承诺书14份，未发
现明显涉“黄”“非”违法行为，

整体文化环境保持稳定良好。
同时，柳坪乡以“绿书签进校

园”为重点内容，联合柳坪乡中心
小学开展“绿色阅读·文明上网”
主题宣讲，通过晨会讲座、图书室
巡查、发放倡议书等形式，引导青
少年树立正确的阅读观念和网络行
为习惯，筑牢校园文化安全防线。
柳坪乡还通过村广播、LED 显示
屏、微信平台、入户宣传等多种形
式，大力倡导健康文明的文化消费
理念，提升群众识“非”防“非”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营造全民参
与“扫黄打非”的浓厚氛围。

（全 媒 体 记 者 付 玉 通 讯
员 刘树雨）

“扫黄打非”守净土

随着油菜、小麦颗粒归仓，望
江县迅速切换“夏种模式”，全力推
进单季水稻机插秧工作。

望江县 2025 年单季水稻种植面
积超 51 万亩，通过推广机械化种植
和新技术应用，近日可全面完成机
插秧任务。

通讯员 金锋 王翔 摄

插秧正当时

田间竞耕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