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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本报讯 近年来，桐城市青草镇把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作为激
活农业向新而行、提质增效的硬措施，
从生产技术改革、组织优化调整、产业
业态融合等方面全面激发现代农业高
质量发展新活力。

聚焦科技赋能，打造质量农业先行
地。6月27日上午，正在查看苗情的桐
城市宝地中草药种植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亚明介绍，“工厂化穴盘育苗可以针
对不同作物品种，对土壤、水肥科学
配比，育出来的苗木整齐、根系粗
壮、抗病能力强。用穴盘育的贝贝南
瓜苗没有缓苗期，大大延长了生长
期，可有效提升南瓜的产量和品质。”
2024年，青草镇狠抓测土配方施肥、
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示范推广，推广
应用先进技术24项，提高农业发展科
技含量；举办农民综合素质素养提升
培训班2期100人次，帮助“新农人”
了解和掌握新技术、新装备，提升农民
的科技素养和应用能力。该镇全年精

准发放各类补贴资金近1421万元。惠
及补贴农户18206户次。

聚焦产业创新，打造精品农业样板
地。“泥鳅被称作‘水中人参’，营养价值
极高，而且市场前景广阔。我们公司多
年来坚持炭火烘烤和传统手工艺制作
干泥鳅，产品松酥爽口，所以一直供不
应求。”今年24岁的“新农人”丁伯润是

“安徽省丁老三家庭农场有限公司”的
负责人，从上海返乡创业，成立了“抖音
直播间”，注册了微信短视频“丁老三农
场”。一部手机，一个麦克风，为公司带
来了大量客源，营收直线上升，年销售
总额超过500万元。近年来，青草镇通
过整合农业、文旅、生态资源，因地制宜
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业态，健
全完善特色食品产业链条，把富锌大
米、青草泥鳅、双塘粉丝等“土特产”做
成了“大生意”。依托永庆花木基地、复
兴药材基地、三道岩、尖刀嘴等景区，推
出一批具有鲜明乡土特色的旅游线路，
打造“西乡特色”的“农家乐”，走出了一

条“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发展路径。
聚焦绿色转型，打造绿色农业标杆

地。青草镇持续探索绿色低碳农业生
产方式，落实“三大主粮”绿色防控，对
全镇加工大米主体抽取土样、稻谷等样
本送至上级部门进行重金属风险检验
评估，对镇区8个主要农业主体实施有
机肥代替化肥试验示范项目，镇夏星农
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实施生物防治绿
色高质高效农业项目，实现水稻全季生
物防治。同时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实施
稻虾综合种养项目，目前全镇稻虾综合
种养总面积达到800亩，每亩可多创收
400元，实现绿色发展和农民增收双保
障。该镇还稳步实施“治违禁、控药残、
促提升”行动，大规模推广化肥农药减
量增效，加快建立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
生产基地，积极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日
常巡查工作以及农产品抽样检测工作，
不断提升农产品核心竞争力。围绕“农
头工尾”，新建5个大型富锌大米加工
基地，鼓励和支持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

体与大型连锁超市、批发市场等建立稳
定的合作关系，逐步发展产、运、销一体
化的供应链服务。激活“香初”“青草
香”“老青草”等老字号，加快开发和推
广“桐城桔梗”等地理标志认证品牌，实
现品牌资源有效利用。

聚焦人才振兴，打造现代农业策源
地。“在科技特派员的帮助下，我这6个
大棚的草莓产量和效益逐年提高，种植
技术也越来越成熟。”青草镇梅城村草
莓种植大户张让正说：“现在遇到难题，
首先想到的就是找他们。”人才是第一
资源，青草镇一边发掘培育“土专家”

“非遗大师”“乡村职业经理人”等人才，
一边加强农技队伍建设，为 22 个村
（居）配齐科技特派员，全面推行“科技
人员到户、技术要领到人、良种良法到
田”服务机制，鼓励科技人员深入农村
创业服务，让科技服务真正融入农业现
代化全过程。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黄健生）

高质量发展动能澎湃

多彩乡村 向新而行

为守护青少年暑期生命安全，6 月
26 日，桐城市孔城镇人大、关工委等多
部门在辖区双河口学校给师生们开展
暑期防溺水救援实战课培训。

孔城镇凝聚学校、家庭、社会三方
合力，全力为孩子们构筑一道坚不可摧
的“生命防线”，确保他们度过一个平
安、健康、快乐的暑期。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吴春富 摄

防溺水进校园

本报讯 怀宁县投资建设“渔光
一体”项目，通过“水上发电、水下养
殖”的生态循环系统，不仅能提高土
地利用率，也可为当地经济提供清
洁、可持续的能源支持。

方家湖是凉亭乡双湖村的一片
面积805亩的湖区，过去这里是一片
荒湖。2017年，承包湖面的水产养殖
户与通威新能源公司合作，做起了

“渔光一体”项目，荒湖的面貌发生了
改观。

“太阳能电池板用9000多根预制
管桩稳稳地支撑77848块，太阳能组
件排列整齐，疏密有间，既遮挡了一
部分阳光，又能让一部分阳光透过来
洒在湖面上。”方家湖光伏林洋运营
公司值班员张中平说。

所谓的“渔光一体”就是池塘水
下养殖名优鱼，水上生产太阳能，实

现鱼电双丰收的创新模式。把光伏
组件安装在水面上，还有明显的优
势，水体可以帮助光伏组件自然降
温，发电效率会比陆上光伏项目高出
10%左右。这种设计它对水面的照射
率，也正好符合鱼类的生长。

“渔光一体”模式养殖技术在鱼
类品种的选择、设备的使用、饲料的
投喂等方面和普通池塘的养殖技术
不同。随着水上光伏电站的投入发
电，凉亭乡的许多养殖户学会了“渔
光一体”精细化水产养殖，既让水上
光伏发电赚钱，也要养鱼赚钱。

“我们渔光一体占水面600多亩，
装机容量是20兆瓦，每年发电量是
2400多万度电，相当于给咱们每年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两万多吨。”
张中平说。

（通讯员 汪雯君 包俊根）

“渔光一体”发电养鱼两不误

本报讯 为庆祝建党104周年，
七一前夕，桐城市双港镇天城村、福
桥村、三友村党总支携手开展联学联
建活动，一同走进桐城六尺巷廉政教
育基地。

党员们漫步在青石板路上，聆
听“让墙”的典故，“一纸书来只为
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在讲解员的
带领下，大家边走边看、边学边
悟，认真聆听关于六尺巷由来渊源
和文化传承的讲解，了解张、吴两
家互谦互让的历史典故，深刻感悟
张英父子敬慎廉俭、谦和礼让的官
德人品。从张英家训“守本分、不妄
求”的箴言里，深刻领悟“谦和礼让、
清廉修身”的文化精髓。

在廉洁文化陈列馆，大家先后参
观了“华夏千秋说廉史”“党史百年塑

廉身”“桐城历代有廉风”等展厅，沉
浸式党课《船歌》以桐城革命史为脉
络，借助声光电技术重现陈延年等先
驱的奋斗场景，让党员们仿佛“穿越”
到烽火岁月，坚定了理想信念。通过
聆听讲解、观看展板和图文视频等形
式，党员们学习了中国廉洁文化史、
百年党史中的廉政建设和桐城廉洁
文化，在思想深处接受了一次党风廉
政教育的精神洗礼。

现场，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党员们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
将礼让谦和、廉洁奉公等文化内核融
入工作实践，传承弘扬新时代“枫桥
经验”，运用“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
不断提升基层治理工作能力。

（通讯员 李如杰 全媒体记
者 许娟）

六尺巷里学“治”慧 清风廉韵润初心

本报讯 近日来，面对连续降
雨天气，桐城市大关镇闻“汛”而
动，细化落实各项防汛措施，积极
做好汛期应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大关镇修订大关镇2025年防汛
抢险应急预案，建立“一室四组”
（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和宣传工作
组、转移安置工作组、后勤保障工
作组、应急抢险工作组） 工作机
制，督促完善16座水库的防汛抗旱
应急预案和10个山区村的山洪灾害
防御应急预案，定人定责，确保防
汛工作责任落实落细。

该镇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进
一步加强监测预警，紧盯重点区
域、重点地段、重点部位，提高应
急反应处置能力。同时，利用电子
屏、宣传车、小喇叭、微信群等广
泛进行宣传，将防汛作为近期宣传
重点内容。实行领导带班制度，对

险工、险段、地质灾害点等重点领
域加密巡查，突出做好5处地质灾害
点和风险区24小时不间断巡查防守
和临灾转移避险。

大关镇前置应急抢险力量，组
建镇级50人应急抢险队，15个村级
20 至 30 人应急抢险小分队，开展
2025年防汛抗旱抢险救灾综合演练
活动，就防汛抗旱知识对应急队员
进行培训，提升调度指挥和联合处
置能力。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全镇
已准备纺织袋2.5万条、砂石料300
立方米、木材10立方米、钢筋1吨、
挖掘机和铲车7台、运输车20辆以
及铁锹、应急灯、救生衣、方便食品等
物资。同时，开展汛前检查，排查水
利工程汛前安全隐患3条，完成暴雨
洪水风险区域人员摸排登记111户415
人，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通讯员 王可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绷紧“防汛弦” 筑牢“安全墙”

施工场面热火朝天，搅拌车、压路
机在忙碌地穿梭。奔忙一月，一条平整
宽阔的水泥路已贯通彭乔路与汤屋路，
稳稳铺设在天地之间，彻底埋葬了昔日
的泥泞坎坷。

如今的“绿色通道”曾是困扰望江
县凉泉乡太华村双合组几代人的“断头
路”，那条蜿蜒510米的土路，天气好的
时候路面扬尘，阴雨天气路面坑洼不
平、泥泞不堪，车辆行人来往不便，给当
地村民出行带来困扰。

为切实解决好双合组村道坑洼，雨
天泥泞难行的问题，凉泉乡积极向上争

取道路修建资金20余万元，离硬化道
路所需的 30 余万元资金还差 10 万左
右。在村民小组会上，无需过多动员，

“自己的路自己出力修”成为最朴素的
共识。村民们热情高涨，慨然解囊，你
三百、我五百，带着汗水和期盼的自筹
资金迅速汇聚。短短时日，13万余元的

“众筹款”便汇聚到位。
资金齐备，村民们摩拳擦掌，翘首

期盼着开工。然而，期待逐渐化为焦
灼，雨季将至，泥巴路依旧横亘在那。

“钱都齐了，图纸也有，到底卡在哪里
了？”“难道要等一年吗？”村民代表们的

询问愈发急切。这时，有村民想起乡里
大力推广的“小微权力监督平台”。怀抱
期待，村民们纷纷留言，表达着对早日开
工的强烈期盼。这些带着泥土温度的诉
求，迅速抵达凉泉乡纪委的案头。

凉泉乡纪委立即深入田间地头，倾
听村民的真实诉求。经过审查走访，问
题的症结水落石出：资金和施工能力并
非阻碍，真正的“拦路虎”在于审批环节
遭遇了迟滞。相关审批材料在部门间
的流转过程中卡在了无形的“堵点”，致
使项目延期。

找到了“病根”开方下药便有方

向。凉泉乡纪委迅速行动，积极对接
相关职能部门，精准指出流程堵点，
厘清权责时限。同时，开辟绿色通
道，全程跟踪督办，简化手续、并联
审批，最大限度压缩办理时间。曾经
淤塞的审批环节顷刻间被强力疏通，
流程运转骤然提速。

经过多方努力，泥泞路面变成了水
泥路面，变成了村里的“民心路”，路况
有了明显改善，有效改善了村民的生
产、生活条件以及出行环境，村民们脸
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通讯员 姚文涛 虞淑慧

泥泞变通途 铺平乡村幸福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