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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4月 14 日清晨，望江县太慈镇
白莲洲村的半山茶家庭农场，薄薄
的水汽宛若轻柔的面纱般笼罩着山
上的茶园。氤氲之中，茶农们穿梭
着，灵巧的双手在青绿的茶尖上快
速飞舞……

“我们望江小气候好，土好水好茶
叶好。”在采茶现场忙碌着的半山茶家
庭农场负责人徐美志介绍说。“我们茶
场目前茶叶种植面积突破200亩，整
体收入达到80万元。”

徐美志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望
江县茶叶产业协会顾问。实际上，自
1988年大学毕业以来，徐美志始终坚
持在做一件事：在县内推广茶叶生产
制作技术。

2022年，望江县供销社牵头成立
望江县茶叶协会，整合供销合作社
系统的资源优势，不断提升服务能
力，助力望江茶产业发展。在望江
县供销社的支持下，望江县茶叶协
会邀请到安徽农业大学茶与食品科
技学院院长、教授李大祥，高级评
茶员、高级制茶师徐美志出任本协
会技术顾问。

同时，望江县供销社还多次组织

以“望江云尖”为代表的茶商参加安
徽省茶博会；通过各类展销会展示、
销售农户种植茶叶；在雷池娃望江特
产馆设立专柜销售望江优质茶叶；举
办“踏青问茶，巧手添香”为主题的
望江春茶采制系列活动，并挑选本县
30家茶叶生产单位展示、展销今年新
茶……在线上依托“832平台”等电商
平台进行网络销售，通过线上直播等
方式拓宽销路。

经过几年发展，望江县供销合作
社系统培育了一批实力强、信誉好的
茶叶市场主体，创办了一批茶叶专业
市场、领办了一批茶叶专业合作社、
组建了电商渠道，县茶叶产业协会获
评4A级社会组织。

今年，全县茶园面积已有7000余
亩，其中新开面积300余亩，采摘面积
达 4000 余亩，年干茶产量达 67500 公
斤，产值5000万元。“望江云尖”“翠岭
云尖”等品牌的茶叶销往全国多个城
市，望江县茶叶品质、形象大幅提升，一
条条“茶叶生产线”在各茶乡如雨后春
笋般崛起。

茶叶产业的发展，正是望江县供
销社在为产业发展赋能，助农货“出

村进城”方面所取得成效的缩影。这
一点在数据方面同样可以体现——
2023年，按统计口径，该社全年全系
统实现销售总额22.249亿元，与2022
年同比增长25.28％，其中农产品销售
额 15.27 亿元，与 2022 年同比增长
19.76％。

说到助力产业发展，望江县推行
的“党建引领、村社共建”合作模式
收效明显——望江县充分发挥村“两
委”行政优势和供销合作社市场优
势，培育村级供销合作社，推动党组
织建设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同向发
力和特色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从而实
现产业提质增效，群众就业增收。

“过去，我们村农户养殖产业分散
不成规模，缺技术、缺劳力，很多农
户创办的养殖产业收益不高。为此，
村供销合作社创新服务模式，全村
养殖产业发展规模迅速扩大、质量
稳步提高、效益显著提升。”位于
凉泉乡的壬辰占村第一书记朋兴明
介绍，该社坚持“加入自愿、退出
自由、合作共赢”理念，联合全村8
家种养大户，提供“农机、农技、农
资、劳务”四项服务，实行“技术、

农资、耕种、销售”统一管理，提供
配套服务，帮助农户亩均增收 500
元，每户平均收入预计达到 6 万元。
目前已发展稻虾连作4000多亩，产值
6000万元。

在鸦滩镇香茗村，在香茗供销合
作社的努力下，黑木耳产业发展迅
速。“去年，我们村黑木耳产业纳入
供销合作社统一管理，当年投资 50
万元新购进自动化菌棒生产设备 1
套，并对大棚进行改造修复，同时
流转土地 35 亩，种植黑木耳 20 万
棒。县供销社还对企业发展倾注了
大量心血，通过提供‘832平台’运
营服务、积极组织参加各类产销对接
会、建立全县涉农经营主体台账、多
方位对接供销系统内外渠道等方式，
不断为我们的产品开拓销售渠道。”
香茗供销合作社理事戴家强介绍，去
年该村黑木耳产业产值近 150 余万
元，带动长期稳定就业岗位 22 个，
增加临时用工约 1200 人次，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4万元，发放工人工资
40余万元。“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都
有明显提升。”

（通讯员 查淑娟）

县供销社：

为产业发展赋能 助农货“出村进城”

４月１１日、１２日晚，望江县
黄梅戏剧团在安庆黄梅戏艺术中心演
出《张朝宗告漕》《乌金记》两场传
统剧目。

《张朝宗告漕》是黄梅戏３６本
大戏之一，又名《告经承》，讲述的
是米店老板张朝宗为民出头状告粮官
周克士勒索民众的事。《乌金记》则
讲述了富豪王员外嫁女时的陪嫁物品
中有乌金四块和玉镯一双，但在洞房
花烛夜，新郎李义春却被杀害。而桐
城县官刚愎自用，将教书先生周明月
逼打成招并打入死牢。周明月在狱中
写信求助，其妻陈氏千里迢迢前往南
京寻求帮助，最终冤案得以沉冤得雪。

望江县黄梅戏剧团在复排两部剧
目时，从主演、灯光、服装等各个方
面重新进行打磨，力求将最好的一面
呈现给广大观众。《张朝宗告漕》导
演姚红说：“这出戏比上次人员也增
加了不少，包括服装头饰，演员的唱
腔都作了一定提高，这出戏要来之
前，我们在家也积极排了一个星期，
就是希望能受到观众喜爱。”《乌金

记》演员盖学泉说：“我们这个戏其
实是常演的剧目，我们参加四季有戏
非常荣幸，我们在第一轮的展演就被
选中了。所以我们又把传统的戏再提
炼、再加工，重新展现给我们安庆的
观众。”

两场演出也得到了广大观众和戏
迷朋友的好评和喜爱。观众郑冰洁
说：“古词古韵的表演，令我印象非
常深刻，一个县剧团能有这样成熟表
演，可以看出安庆黄梅戏文化发展非
常不错，我也再次感受到了安庆黄梅
戏文化发展魅力。”戏迷张娟说：“县剧
团成熟的演出，让我看到了黄梅戏的
百花齐放。希望家乡黄梅戏发展得越
来越好，能有更多的戏曲唱进观众心
中、走出家乡，走出中国的好戏大戏。”

据了解，此次演出系安徽 （安
庆）“四季有戏”清明五一演出季活
动中的两场，演出季从４月２号持续
至５月３１号，共１３台黄梅大戏和
３台儿童剧上演。

（全媒体记者 汪勇 通讯员
虞哲华）

县黄梅戏剧团传统剧目重焕活力

“现在的医保政策好啊，家里有
人生病，买了医保就能享受医保惠民
政策。”望江县吉水街道吉水社区居
民姚某说到医疗报销，她打开了话匣
子。２０２３年，姚某的父亲生病用
了４１万元，共报销了２９万元，后
经民政部门认定为低保对象后，街道
医保办又为他家追溯了４．９万元医
疗救助款，减轻了他们家庭的负担。
吉水街道成立以来，该街道医保办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不断优
化丰富服务举措，打好医保服务“组
合拳”，减轻群众看病就医经济压力。

吉水街道医保办积极宣传医保政
策，围绕群众较为关注的城乡居民参
保缴费、缴费标准、缴费时间、缴费
方式、医保报销比例、慢性病办理流
程、异地就医备案、医疗救助等医保
政策内容进行详细讲解，并为群众在
就医中遇到的慢性病报销、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等问题给予细心解答，为群
众算好“明白账”“长远账”，让他们
对政策了解更加透彻，进一步提高了

参保群众对医保政策的知晓率，为全
面提升参保率打下了坚实基础，历年
来，吉水街道居民医保参保率均处在
全县前列。

吉水街道依照重特大疾病医疗保
险和救助制度，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
因病致贫返贫长效机制，持续发挥医
疗救助兜底作用，变“人找政策”为

“政策找人”等实实在在惠民举措，
帮助符合追溯救助条件的救助对象提
交申请，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
救助”，切实减轻参保群众看病就医
负担。截至目前，该街道已收集医疗
救助材料２３份，救助金打卡发放１
３人次，打卡医疗救助金３９４７１
４.１８元。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吉水
街道切实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转化为医保服务提质增效的实际行
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民群众医疗
保障领域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有

“医”靠，健康有保障。
（通讯员 檀清清 徐小才）

吉水街道：
撑起医保惠民“保障伞”

为进一步助推乡村振兴，改善
帮扶村村容村貌，近日，安徽日报
报业集团为帮扶村——长岭镇板桥
村落实２０万元帮扶资金，用于为
村主干道安装路灯，解决村民们夜
间出行难问题。

板桥村是安徽日报报业集团定点
帮扶村，该村下辖４２个村民小
组，环村路已经硬化，驻村工作队
在前期走访过程中，发现村子里９
公里主干道上路灯老旧，照明效果
不佳，群众夜间出行不方便，存在
极大安全隐患。

为点亮村民“夜生活”，切实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板桥村驻村工作队将这
一情况及时向安徽日报报业集团进行
了反馈，希望得到单位的支持。了解到
这一情况后，安徽日报报业集团高度重
视，及时召开班子会议进行专题研究，
迅速为村里落实了２０万元帮扶资金，
用于为村主干道安装路灯。

“最近全村主干道都安装了路
灯，晚上出来一下子亮堂多了，感觉
像进城了一样。”村民郑首华激动地
说道。

“以前晚上回家黑漆漆的，很不
方便，现在好了，驻村工作队和村里
为我们安装了新的太阳能路灯，晚上

出行方便多了。”村民汪松林说，太
阳能路灯安装后，不仅提升了幸福生
活指数，还成为了乡间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据介绍，这些路灯全部采用的是
ＬＥＤ太阳节能灯，与传统的电路灯
相比，更节能省电。路灯的设置按照

“安全节能、经济实用、因地制宜”
的原则，既方便了村民又不浪费资
源，村民们也不用背负电费压力，进
一步提升了获得感、幸福感。

“这一次安徽日报报业集团为我
们落实了２０万元帮扶资金，为全村
９公里主干道安装了１１０盏路灯，
感谢帮扶单位对我村的大力支持。”
板桥村党总支书记郭明华说道。

帮扶工作开展以来，安徽日报报
业集团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扎实开展与板桥村的结对共建工
作，着力改善村居环境，提升村容村
貌，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下一步，驻村工作队将按照
市、县要求，继续在板桥村努力工
作，关心、解决老百姓实际问题，圆
满完成驻村帮扶任务，为板桥村经济
快速发展贡献力量。” 板桥村驻村
工作队队长徐凯表示。

（通讯员 檀春红）

安徽日报报业集团
为帮扶村点亮振兴路

为进一步加强对劳模的系统管
理，及时、精准、全面地为劳模服务，
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望江县总
工会从管理、服务、引领三个方面积极
探索，多措并举释放劳模“品牌”效应，
全面提升劳模服务管理水平。

坚持抓实管理，健全劳模基础档
案。建立健全劳模档案动态管理台账
和联系服务工作机制，确保劳模开展常
态化关心、提供精准化服务。对全县历
年受表彰的全国、省（部）级、市级、县级

劳模进行全面动态管理，对劳模工作变
动、亡故、撤销荣誉称号等情况，及时变
更、向有关部门交转，并逐级上报备
案。目前，全县共有全国劳模４人，省
（部）级劳模２８人，市级劳模８４人，
县级劳模１３９人。

坚持精准服务，用心做好劳模关
爱。为全县各级劳模赠送近２万元生
日鲜花券，申请发放专项补助资金
（春节慰问金、生活补助金、特殊困难
帮扶金、荣誉津贴等），春节期间实地

走访慰问３４名各级劳模，共发放送
温暖款物近３万元，为他们送上新春
的祝福与问候。组织省部级以上劳模
免费体检，选派劳模参加劳模疗休养
活动，让劳模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及
工会组织的关爱。对全县劳模工资收
入情况、家庭生活情况进行全面摸底
调查，认真做好“三金”发放工作。

坚持示范引领，发挥劳模品牌效
应。为充分发挥劳动模范在全县创新
驱动的示范、引领和带头作用，支持具

备条件的企业建立省级劳模创新工作
室１个，市级劳模工匠创新基地和市级
劳模创新工作室各１个，带动广大职工
学习技术、提高技能、创新创造。组织
参加“跟着劳模去创新”活动和安徽省

“劳模产品专柜”启动仪式，走进宣臻创
新科技（安徽）有限公司、温格（安徽）智
能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暨劳模先进事迹宣
讲活动，形成了崇尚劳模、学习劳模、争
当劳模的浓厚氛围。（通讯员 何顺）

县总工会推动劳模管理服务走实走细

为强化交界水域执法监管，严厉
打击各类涉渔违法行为，持续巩固长江
禁渔成果，4月 12日，望江县长江综合
行政执法大队会同安庆市大观区农业
综合执法大队，联合安庆市、东至县、望
江县公安、海事、市场等部门，开展“安
庆大观区 望江县2024年长江禁渔跨
区域联合执法行动”。

40名执法人员、协巡员在双河
海事基地码头集合，分成水陆两组，

通过“水上巡、岸上查”对长江干流
安庆大观区、望江县长江跨界区域和
漳湖镇沿江市场、餐馆、渔具店等
场所开展全覆盖巡查检查。严厉打
击非法捕捞、违规垂钓，重点整治
一人多杆、“绝户网”、锚鱼、利用
船舶垂钓、违法采砂运砂等，依法
查处销售禁用渔具，售卖和食用野
生江鲜等行为。行动共出动执法艇4
艘，执法车 3 辆，巡航 45 公里，登

临检查商货船 3 艘、资源调查监测
船 1 艘，检查餐馆及涉渔场所 5 家，
发放宣传单200余份。

聚焦重点时段、重点水域，当晚
19时许，望江县长江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从长江望江段漳湖闸出发，沿巩固
闸、老虎口、望东大桥至华阳闸水域
开展春季护渔夜间专项巡查，历时约2
小时，总行程40余公里，对涉渔违法
行为形成强烈震慑。

下一步，望江县长江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将有效落实长江禁捕要求，进
一步加强跨区域执法合作，常态化开
展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执法系列专
项行动，依法严惩非法捕捞等各类违
法犯罪，为推进长江生态保护修复和
水生生物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法
治保障。

（全媒体记者 石腾飞 见习记
者 吴园园 方亚群 通讯员 伍萍）

深化区域联动 开展春季护渔

为更好地关心关爱留守儿童，近
日，望江县太慈镇在马山村开展“情
牵留守儿童 让爱陪伴成长”关爱留
守儿童活动。

“你们知道放三天假是什么节
日吗？这个节日你们的爸爸妈妈回家
吗？”伴随着一个个引导性的问题，
一堂生动有趣的亲情感恩课拉开帷
幕。课堂上，通过鼓励孩子们自我介
绍、分享与父母之间的暖心小事等逐
渐拉近了志愿者们和孩子们的距离，
志愿者们用情景再现的方式，科普了
防拐卖、防未成年人犯罪、女童健康
保护等知识。

活动中，每个孩子都拿到了一张

印有全国一流大学简介的明信片，
孩子们用文字或画画的方式给远方
的父母写一封亲情书信，把爱具象
化地传递给自己的爸爸妈妈，让孩
子们学会感恩父母。“爸爸妈妈我
爱你们，我一定会考上好大学。”
12岁的女孩任娟一笔一划的在明信
片上写下对爸爸妈妈的深情告白和
自己的愿望。

活动最后，志愿者给孩子们分发
了彩笔、空白风筝，在志愿者指导下
绘制春天的风筝，体验手工 DIY 乐
趣，同时，为到场的留守儿童分发笔
盒、笔记本、画笔等学习用品。

（通讯员 陶婧）

太慈：
情牵留守儿童 让爱陪伴成长

眼下正是春耕时节，望江县八万
多亩再生稻进入插秧期。各合作社和
种植大户抢抓农时，运用农业机械加
快水稻插秧进度，力争尽快完成全部
水稻插秧工作。

在鸦滩镇枫岭村种植大户曹的犬
的水稻种植基地里，一台台高速插秧
机来回穿梭，一排排嫩绿的秧苗整齐
划一，稳稳地插入田中。曹的犬介绍
说：“眼下已进入了大忙季节，合作社
的两台大型拖拉机、4台高速插秧机每
天都是全天作业，今年有700多亩土

地种植水稻，全部采用工厂化育秧、
机械化插秧，育秧工厂为我们实行一
条龙的社会化服务，农技部门也多次
上门培训指导，所以，我对今年的粮
食生产非常有信心。”

今年，鸦滩镇计划种植再生稻
8000 亩，选用优质品种“玮两优
8612”，再生稻种植面积比去年4000亩
翻了一番。为了保证再生稻按时机
插，县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加强
对水稻机插技术指导，开展同步侧深
施肥新技术示范，为夏粮增产打好坚

实基础。鸦滩镇农技站站长何国波
说：“今年，我们大力推广高产优质水
稻品种，通过工厂化育秧、保证了秧
苗质量，同步采用侧深施肥机械化插
秧。从播种、育秧、机插、田间管理
等各个环节，我们将全程跟踪服务，
为粮食生产安全保驾护航。”

今年，望江县再生稻面积达到8.5
万亩，比去年增加2.1万亩。望江县认
真落实“两强一增”行动，大力推广
农机新技术、新机具，推动水稻机械
化育插秧向专业化、市场化、规模化

发展，为保证夏粮丰产丰收，提升农
业现代化水平，注入了强大动力。望
江县种植业技术推广中心粮油站负责
人张琦表示：“我们深入贯彻落实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在去年的基础
上，扩大生产规模，全县投入插秧机
200多台套，使用工厂化育秧、同步侧
深施肥、机插秧的新技术和新工艺，
良田、良种、良机、良法相结合，为
夺取夏粮丰收奠定坚实的基础。”

（全媒体记者 金锋 王翔 陈
龙 通讯员 陈加旺）

望江县8.5万亩再生稻机插秧全面展开

近日，花凉亭灌区“十四五”续建
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望江县长岭镇施
工现场，工程建设正在有条不紊进行之
中。望江县争取项目资金，对南干渠进
行全面治理，将节水续建配套与现代化
改造工程同渡槽工程有机衔接，增强南
干渠向下游末端供水能力，提升渠道灌
溉效益。（通讯员 虞根华、聂苗红）

花凉亭灌区

施工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