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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纺织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
全神贯注加工服装，产能大数据一目了
然……阳春三月，走进位于安徽省望江
县的申洲针织（安徽）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一派抓生产、赶订单的忙碌景象。

作为安徽省最大的服装生产出口
企业、国家级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
点企业，申洲针织（安徽）有限公司累计
投入3亿元技改资金用于智能化转型
升级，拥有发明和实用型专利66项，已
建成三期服装生产线及印绣花等配套
体系，成本控制和技术工艺稳居全国前
列，日产能高达40万件。

近年来，望江县按照“提升纺织、主
攻面料、打通印染、塑造品牌”发展思
路，以申洲针织、亮亮纺织等龙头企业
为牵引，着力壮大和提升纺织服装产业
主体，先后获评中国新兴纺织基地县、
安徽省纺织服装第一县、安徽省童装特
色产业集群，实现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
发展。2024年，全县纺织服装行业总
产值达到181.5亿元，同比增长19.2%，

其中，童装销售收入116.5亿元，同比增
长23%。

纺织企业的强劲发展，聚“链”
成“群”是关键。该县不断延链、补
链、强链，持续提升制造基础能力、
核心竞争能力、产业创新能力、品牌
影响能力，形成集轧花、粘胶、纺
纱、织布、印染、印花、成衣、水
洗、包装于一体的纺织产业全链条集
群。截至2024年底，全县超过15万人
从事纺织服装工作，共有童装生产市
场主体3500多家，电商经营主体3100
多家，面辅料企业269家，印花企业
117家，砂洗水洗企业12家，设计包装
等服务型企业10家。

激发传统产业新动能，离不开数
实融合。望江县安徽云纺数字科技有
限公司专注于纺织服装产业“互联
网+金融”平台云纺APP建设，为纺
织服装生产加工、仓储物流、产业配
套等链上企业提供基于数智授信的供
应链金融服务和线上新电商服务。该

平台 2024 年 5 月试运行，截至 2024
年底已注册企业和个体户1471家，其
中银行授信955家，采购商完成交易
订单约 1.8 万笔。该县全力推动数字
赋能，建成安徽云聚工业互联网平
台、纺织服装产业“互联网+金融”
大数据平台、童装元裳AI设计创新
中心等，支持企业融合应用 5G、云
计算、元裳算法等新质生产力，不断
提升纺织服装柔性化定制生产和供应
链高效协同能力。

项目兴则产业兴，项目强则经济
强。位于望江经开区的雅鹿年产600
万件高档羽绒服项目，总投资10亿元，
分三期建设，从2023年10月开工以来
项目建设进展迅速，正式投产后预计年
产值达 10 亿元，年税收 1000 万元以
上。2024年，该县新签约亿元以上纺
织服装类项目22个、总投资57亿元，
在建项目33个、总投资102.9亿元，其
中10亿元以上项目4个；雅鹿服饰、旺
江纺织、福沣纺织等一批重点项目加快

建设，预计2025年建成投产。
内塑品质，外铸形象。发布“望江

童装”区域公共品牌 logo、“望江男童
女童数字人”，举办首届望江童装时尚
周；组织企业参加中国（上海）国际服装
服饰博览会、中国（北京）国际时尚周、
青岛全国童博会等大型展览展示活动；
举办中国童装产业供应链对接大会，承
办皖鄂赣毗邻地区“三省六地”人才发
展联盟纺织服装人才大会……望江县
加快构建以区域品牌为引领、企业品牌
为主体、产品品牌为基础的品牌培育孵
化体系，有力提升“望江纺织”“望江童
装”知名度。

2025年，望江县将进一步通过产
业改造升级、科技协同创新、数实融合
发展、品牌孵化培育等举措，推动纺织
服装产业向高端发展、终端延伸、集约
集聚，力争2025年新增纺织服装规上
企业10家，行业总产值达225亿元。

（来源：新华社客户端 记者 詹
燕南）

望江：一根纱织造百亿大产业

今年以来，国家重点水利工程华
阳河蓄滞洪区望江标段，精心组织，
科学施工，确保工程按照时间节点稳
步推进。

华阳河泵站是一座新建的对江排
涝泵站，主要承担望江县杨湾安全区
和东隔堤以东部分圩区的排涝任务。
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
鸣，运输车辆来来往往，现场一派热
火朝天的景象。泵站地处长江同马大
堤，在泵站沿江面，打桩机正在进行
57米深度打孔，采用钻孔灌注桩建设

长297米防渗墙，保障汛期长江高水
位期间堤坝安全。泵站总装机３台，
每台功率3100千瓦，建设工期40个
月，工程总投资64651万元。华阳河
泵站项目副总工工区主任王浩介绍：

“我们每天组织机械20多台套、130多
名建设工人，全力推进工程进度。目
前上游左、右翼墙、出水流道、下游
翼墙、消力池等都在同步施工。下一
步启动主泵房、防洪闸的施工，力争
工程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建设任务。”

在杨湾泵站项目施工现场，主泵

房进入电机层主体钢筋绑扎施工阶
段，随后将开展混凝土浇筑。在泵房
进水前池，进水箱涵也在同步进行底
板钢筋绑扎，与已经完成的地下箱涵
进行连接。杨湾泵站是涉及农田面积
７万亩，人口５万人。工程利用泵站
排除杨湾河及两侧堤圩内的涝水入
江，减轻堤防的防洪压力。

“今年以来，杨湾泵站在项目部的
精心组织管理下，科学调配资源，160
多名工人奋战在工作岗位，全力加快
工程进度，目前工程已进入地上施工

阶段，我们在４月30日前完成同马大
堤的复堤工作，确保工程如期竣工并
投入使用。”杨湾泵站项目现场负责人
胡同庆说。

华阳河蓄滞洪区建设工程是国家
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其中望江标
段共建设四座主体工程。目前，杨湾节
制闸主体工程基本完工，进入内部装修
阶段，华阳节制闸正在进行基础打桩施
工，杨湾泵站、华阳河泵站正按照时间
节点加速推进。

（全媒体记者 金锋 王翔）

华阳河蓄滞洪区建设工程望江标段按下加速键

4月 1日，望江县委史志研究室组
织全体党员干部前往孙敬纯烈士墓开
展清明祭扫活动，并走进鸦滩中心学校
举办“史志进校园”主题宣讲，以红色教
育传承初心使命。

在孙敬纯烈士墓前，全体人员庄
严肃立，敬献鲜花、鞠躬默哀，深切

追思革命先烈。祭扫结束后，史志研
究室一行到鸦滩中心学校开展“史志
进校园”活动。宣讲员以《孙敬纯烈
士的故事》为主题，通过生动讲述孙
敬纯烈士 1928 年创建望江首个党组
织、领导农民运动壮烈牺牲的英勇事
迹，向师生再现了烈士坚定的革命信

仰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活动后，县委史志研究室向学校

赠送《望江县志》《中国共产党望江历
史》《丰碑》等史志书籍20余册，为
学生厚植家国情怀提供精神滋养。学
生们纷纷表示，要学习先烈精神，争
做新时代有为少年。

此次活动将缅怀先烈与党史宣教
有机结合，既彰显了史志部门守护红
色根脉的使命担当，也为青少年思政
教育注入鲜活力量。同时也将持续创
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让史志成果更
好服务社会、滋养人心。

（通讯员 丁磊）

县委史志研究室开展清明祭扫暨“史志进校园”活动

为进一步提升校园周边综合治理
水平，切实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安全
屏障，3月24日至25日，由县委政法委
统筹协调，组织教育、公安、城管、文旅
体、市场监管、应急、消防、住建等8个
职能部门成立联合督查组，对全县13
个乡镇（街道）开展校园周边环境专项

整治督导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治安秩序、交

通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卫生、文化
环境、经营秩序等六大重点领域实施
精准治理，督查组通过现场排查、听
取汇报等方式，对各学校周边环境以
及存在难点问题进行详细了解，对各

乡镇（街道）开展校园及周边环境整
治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针对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要求
相关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到位。

下一步，望江县将持续加大校园
周边环境整治力度，县委政法委对问
题整改落实情况将持续跟踪，确保问

题整改实现“闭环”管理，并积极联
合各监管执法部门，常态化开展校园
及周边环境排查整治行动，切实消除
安全隐患，努力营造安全和谐的校园
及周边环境，为广大青少年学生健康
成长保驾护航。

（通讯员 计凡 陈骏）

县委政法委联合多部门
开展校园及周边环境专项整治督导行动

“爱国家，孝父母；和邻里，端心
术；尚勤俭，端品行……”在望江县长岭
镇板桥村，坐落着一座具有400多年历
史的古村落老林头，明朝忠臣卓敬后
人迁徙至此定居。为弘扬卓敬刚正不
阿的作风，该村打造老林头家风馆，
馆内通过传世家风、模范家训、时代
新风三个部分，展示了卓氏的家风家
训和名人典故。

近年来，望江县纪委监委将廉洁家
风建设作为推进清廉望江建设的重要

抓手，通过精心打造家风教育基地、常
态化推进家庭倡廉助廉活动、创新廉洁
家风建设形式，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向
家庭延伸，不断增强和提升廉洁文化的
感染力、影响力。

深入挖掘、提炼本地历史文化、
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廉洁元素，结合实
际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廉洁文化教育
阵地。依托“不能越雷池一步”典
故，以雷池碑、清风亭、廉洁长廊为
载体，融入地方廉吏史事、三孝文

化、家风家训，通过文字、图片、雕
塑等形式，展示清廉家风的生动故
事。雷池家风家训馆分区域展示望江
倪氏、吉水何氏等家训内容和望江古
圣先贤、清官廉吏的勤廉事迹，教育
引导党员干部正心修身、廉洁齐家。

不断丰富廉洁家风教育形式载
体，开展“宜家廉”倡廉助廉、“最美
家庭”评选、签订廉洁承诺书、参观
廉洁文化教育基地等活动，引导广大
干部家属当好“廉内助”。同时将监督

关口前移，扩大教育覆盖面，以新提
拔的党员干部为教育重点，强化教育

“靶向”性，让家庭助廉成为新时代廉
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

“好家风是砥砺品行的‘磨刀石’，
也是抵御贪腐的‘防火墙’。”望江县纪
委监委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以廉洁家风
建设为抓手，不断创新家风家教内容和
载体，激活家庭助廉力量，持续营造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

（付碧玉）

以家风建设推动廉洁文化入脑入心

2025年以来，望江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聚焦市场主体需求，以“高效办
成一件事”改革为牵引，通过精简流
程、优化服务、延伸时效等举措精准发
力，全面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今年来，
全县新增市场主体 1116户，同比增长
10.06%，企业开办全流程平均耗时压
缩至4小时，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集成服务“高效办”，企业办事跑
出加速度

深入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改革，紧
扣安徽省市场监管局明确的6项“一件
事”改革任务，将企业开办、证照联办等
高频事项整合为线上“一网通办”、线下

“一窗受理”服务矩阵。在“餐饮开办”
“超市开办”等套餐式服务中，整合营业
执照、食品经营许可等流程，推行“一次
告知、一表申请、并联审批”。同时积极
对接城管、消防等部门，建立“办不成
事”问题闭环处置机制，通过部门联席
会商累计反应跨部门疑难问题12项。
目前，已完成“高效办成一件事”20件，
其中“餐饮开办一件事”9件，“超市开办
一件事”和“企业变更一件事”各2件，

“药店开办一件事”和“企业注销一件
事”各1件，“企业信息填报一件事”5件。

精简材料“智能享”，打造极简审

批新模式
全面推行“减证便民”要求，通过电

子证照调用、历史数据复用等方式，依
托安徽政务服务网，实现身份证、营业
执照等材料“免提交”，企业开办材料精
简至6份，变更登记、企业档案查询等
事项“即来即办”。实施容缺受理，允许
市场主体在承诺期限内补齐材料，有效
解决了“材料不齐来回跑”的问题，为市
场主体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服务体验。

延时服务“不断档”，全时响应提
升满意度

打造“7×24 小时政务服务生态
圈”，政务窗口提供“下班不打烊”服务，
非工作时间受理业务12件，确保企业
群众随时办、就近办。创立“雷就办”帮
办代办服务品牌，在大厅前区设立帮办
导办区，配备专职帮办导办员，为企业
提供全程指导服务，今年来，开展帮办
导办40余件。开通“新设企业大礼包”
免费寄递服务，免费发放企业公章208
枚，邮寄公章、营业执照18件，节约企
业成本4.6万余元。下一步，望江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以数字化赋能政务服务提质增效，
助力市场主体轻装上阵、稳健发展。

（通讯员 章雯 周明）

望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多维发力支持市场经营主体发展

眼下，正是旅游好时节。望江县太
慈镇桃岭村近年来紧紧围绕“三孝”文
化，打造独具特色的旅游景观，引得大
批游客纷至沓来。

“望江县是著名的‘三孝之乡’，中
华‘二十四孝’中，孟宗哭竹、王祥卧冰、
仲源泣墓三个孝道故事均发生于此。
将这些丰富的孝文化资源融入乡村建
设，能赋予乡村独特的文化魅力。”桃岭
村党总支书记余结飞说。

漫步桃岭村，处处可见孝文化元
素：“二十四孝”文化长廊以浮雕的形式
集中展现中华传统二十四孝典故，宣传
栏里展示着古今孝行的故事。孝文化
在桃岭村的呈现，并非只停留在建筑、
雕塑上，更深深融入了村民的日常生活
中，该村定期举办“情暖夕阳”重阳节活
动、“老少同庆”情暖中秋等孝文化活
动，传承感恩之心。

成功塑造的孝文化品牌，释放出独
特魅力，吸引一批客商前来投资。去年
底，由江苏客商投资兴建的孝爱康养融
合基地建成开业，基地的12间康养标
间和7栋高端康养别墅开门营业。

“我们来这建设康养基地，一是看
重桃岭村优越的生态条件，这里满足了

城市居民对农村生活的想象；二是当地
浓郁的孝文化氛围与康养品牌完美契
合。”孝爱康养融合基地负责人杨刚说。

来自江苏常州的游客周德建已经
在康养基地度过了三天的“养生时
光”。其间，基地工作人员为他精心制
定了个性化的康养方案，包括饮食作息
安排和康复训练。周德建说：“来这待
几天，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杨刚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基地共
接待游客六七千人次。春节期间，更是
出现一房难求的情况。

旅游热也带动当地土特产品的热
销。在孝爱康养融合基地土特产中心，
望江挑花手工艺品、菜籽油等当地特色
产品整齐地摆放在货架上，吸引着往来
游客目光。

最近，桃岭村文化传承保护—乡村
生活空间和孝文化非遗文创区已完成
招标，即将投入建设。建成后，当地的
孝文化元素将以更丰富、更立体的形式
得以呈现。

“今年，我们将在文旅融合、特色产
业培育等方面多维发力、持续深耕，全
力打造‘三孝故里、和美桃岭’品牌。”余
结飞说。 （通讯员 陈成）

赓续传统文化 赋能乡村建设

随着气温的不断回升，望江县各茶
场陆续进入春茶采摘期，当地企业积极
组织采制，嫩绿的芽尖在指尖翻飞，空
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茶香。

位于望江县凉泉乡的祈雨山林场，
茶山叠翠，优质的水土资源为种植高品
质绿茶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青绿
之间，一叶叶嫩绿的茶叶长势良好。经
过精心管护，早熟茶叶进入采摘期，上
百名茶农挎着竹篓开始采摘今春第一
茬“明前茶”。祈雨山林场副场长史国
良介绍说：“我们采摘的这个品种是明
前茶，叫白毫早，是一个早熟品种。现
在温度在升高，茶叶长得快，我们每天
都会组织200多人在这里进行采茶，平
均每天应该采摘鲜草800斤以上。”

祈雨山林场总面积735亩，其中茶
场有200亩以上，每年可生产干茶3000
斤左右。在凉泉乡，像这样的茶叶种植
基地有5座，面积达1500亩以上，年产

值可达1000万元。在春茶生产车间，
全自动生产线24小时运转，杀青、揉
捻、烘干一气呵成。新茶加工制作，设
备电力保障是关键。为保障茶企、茶农
在高峰期生产用电安全稳定，国网望江
供电公司成立 12 支春茶保供电服务
队，进企业、到车间，对涉及茶叶生产的
配电线路、设备加强巡视维护，及时排
除安全隐患，确保春茶生产用电无忧。

“茶场生产前，我们就提前介入，对
供电线路进行了巡查检查。及时了解
企业需求，在电费价格上给予优惠政
策。同时开通绿色维修通道，保障电力
供应充足稳定，解除他们生产中的后顾
之忧。”国网望江供电公司长岭中心供
电所凉泉服务站站长徐亮说。

目前，望江县标准化茶园面积4000
多亩，其中早生茶面积有2600多亩，全
县早茶预计总产值将达到1600万元。

（全媒体记者 金锋 王翔）

春茶吐绿生产忙 电力护航茶飘香

近日，望江县雷池镇西联村的羊肚
菌温室大棚内生机盎然，肥硕饱满、个大
肉厚的羊肚菌撑开褐色“小伞”，从土里
探出头来，模样十分惹人喜爱。村民们
穿梭在棚内，忙着采摘羊肚菌，脸上洋溢
着丰收的喜悦。据了解，该基地通过引
入科学种植技术，合理规划菌棚布局，运
用温湿度监控、有机肥精准配比等精细
化管理手段，成功攻克传统种植中产量
不稳定的难题。目前，每亩产量超 500
斤，预计产值可达50万元。

（通讯员 项守兵 沈凡）

采摘羊肚菌

春收好“丰”景

在海军航空兵部队，有这样一对父
子：父亲宋先华是一名退休的海军战机
维修技师，儿子宋子康则是江西航空职
业技术学院军士管理学院的一名无人
机专业学员，即将正式入伍。父子两代
人，一个曾在地面默默守护战鹰，一个
即将驾驭无人机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他
们用不同的方式共同守护祖国的蓝天，
续写着“海鹰精神”的传承与荣光。

宋先华是海军航空兵部队的一名
老兵，曾服役30余年，是一名经验丰富
的战机维修技师。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亲手维修过数百架战机，确保了每一次
飞行任务的安全。他常说：“战机是飞
行员的‘翅膀’，只有保障好战机的安
全，飞行员才能放心翱翔蓝天。”退休
后，宋先华始终心系部队，将自己的技
术和经验传授给年轻的机务人员，为部
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维修人才。

受父亲的影响，宋子康从小就对航
空充满了热爱。他立志要像父亲一样，
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力量。高考时，
他毅然报考了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军士管理学院，并选择了无人机专业。
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与训练，宋子康以

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一名即将入伍的
海军战士。“父亲是我的榜样，他教会了
我什么是责任和担当。”宋子康说，“虽
然我即将驾驶的是无人机，但同样肩负
着守护祖国领空的重任。我会用实际
行动证明，新时代的海军飞行员一样可
以创造辉煌。”

在宋子康即将入伍之际，宋先华特
意为儿子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一本记录了自己30多年维修生涯的笔
记本。笔记本中详细记录了战机的维
修要点和经验总结。宋先华对儿子说：

“这本笔记是我多年的心血，希望它能
帮助你在未来的飞行任务中更好地理
解战机、守护战机。”宋子康接过笔记
本，郑重地点头：“爸，您放心，我一定会
牢记您的教诲，为祖国的海防事业贡献
自己的力量！”

这对父子的故事，是无数军人家庭
的缩影。他们用行动诠释了“子承父业”
的深刻内涵，也展现了新时代国防力量
的多元发展与传承。从“有人机”到“无
人机”，从地面维修到空中飞行，两代人
用不同的方式守护着同一片蓝天。

（通讯员 刘阳阳）

老兵送子参军续写国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