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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上午，在市区花鸟市场，记
者看到五颜六色的绣球花、风信子、香水
百合、洋牡丹等各类花卉争奇斗艳。一些
色彩艳丽、散发香气的鲜花，吸引了市民
纷纷寻香问价。戴着口罩的市民一边仔
细挑选鲜花绿植的品相、株形，一边货比
三家。几番精心对比后，大家手里一般都
会捧上一两盆“心头好”，心满意足地回家
装点生活。

“在家休息了一个多月，现在疫情稳

定向好，又能出来做生意了。”市花鸟市场
内的一位店主刘明明说，为了让顾客安心
挑选植物，店里每日做到全面消毒。这几
天生意回暖，每天都有三三两两的市民前
来选购，虽然销量比以前要差点，但是看
到市场又有了“人气”，自己相信困难是暂
时的，对未来的鲜花销售很有信心。

“买了5盆，才花了100多块钱，放在
家里增添春意最好不过。”市民胡梦然告
诉记者，受疫情影响，很久没有出门选购

鲜花了。现在趁着好天气挑选鲜花回家
栽种，既容易存活，又能为家里增添几分
色彩。

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春季畅销的花
期长的花卉外，绿萝、多肉等小型盆栽绿
色植物和水培植物的销量也非常好。“多
肉植物样子憨厚可爱，养护方法简单，占
地不大，比较受年轻人欢迎。”95后市民
朱飞宇和朋友选购了桃蛋、劳尔等多肉植
物后开心地说。

本报讯 3月18
日，我省首批支援武
汉医疗队队员凯旋归
来。同样这一天，宣
城又送出 2名“院感

防控人员”，参与入境人员疫情管理工作。两位勇
士，再赴“战场”。

此次出征的宣城市人民医院张海涛、宁国市人
民医院院感办副主任护师杨玥，分别赴北京和上海
担任感控监督员。

什么是院感人员？“院感”即医院感染，指住院病
人或医院工作人员在医院内获得的感染，不包括入
院前或入院时已存在的感染。“院感防控”即对医院
感染的防控工作。

今年刚30岁的张海涛，从2月1日起就进入市
人民医院的隔离病房，坚守抗“疫”一线，直到3月4
日。前一天，是他在官塘湖轮休点的最后一天，满
怀期待准备回家见妻子女儿的张海涛，临时接到院
里通知，要去北京参与入境人员疫情管理工作。他
匆匆赶回家收拾下行李，18日一大早再次奔赴“抗
疫”前线。40多天没见到女儿的张海涛，亲吻着女
儿，有些不舍。

医院感染管理人员多选派为男性专职人员，作
为宁国市人民医院院感办副主任护师的杨玥虽然是
女同志，但她前期就积极请战“疫”线，此次更是主动
请缨参加赴上海的入境人员疫情管理工作。在宁国
市人民医院门诊部大楼前，杨玥的丈夫宁国市人民
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汪桂星正在整理妻子的行
囊。宁国市人民医院领导和其他同事们也在为杨玥
送上温馨的嘱咐。

据了解，此次抽调人员是根据省疫情防控指挥
部要求，宣城市共抽调2名院感防控人员，赴北京、
上海参与入境人员疫情管理工作。

据市卫健委副主任佘敦宇介绍，全省每个地市
派出 2名院感防控人员，前往合肥集合，统一出
发。接下来人员安排，也将根据省疫情防控指挥部
统一安排。

内防扩散，外防输入。齐心协力，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愿所有战士英勇出征，平安归来。

（本报记者 孙丽莉）

3月 3日上午 10
时许，走进郎溪县毕
桥镇大义社区同心实
践基地，只见一座座

钢架大棚浮现眼帘，走进一座大棚内，工人们有的正
在测试棚内安装的浇灌系统，有的则在铺可再生地
膜，大棚内一派生机勃勃的生产景象。

据悉，大义社区曾经集体经济较为薄弱，发展落
后，2019年在帮扶单位的关心下，申请建立乡村振
兴同心实践基地。2019年6月，总投资60万元，32
座钢架大棚拔地而起，9000平方米大棚蔬菜同心实
践基地成为大义社区集体经济收入壮大的重要力量。

当下，正是农业生产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然
而受到疫情影响，原本打算种植芦笋等经济作物
却遇到运输问题，种子无法及时购买，育苗期已
过，为了不误春耕，同心实践基地30亩大棚选择
种植大棚西瓜。

“选种西瓜，这样能够保证农民工的工资，在疫
情结束之后，我们大棚项目准备种一些高档植物，比
如芦笋以及其它的经济作物，预计这个30亩的大棚
会给村里带来10万块钱左右的经济效益。”大义社
区大棚技术员王正林说。

瓜苗在3月7日进棚，5月10日左右能出瓜，8
月底结束后，下半年再种植芦笋，这一规划让大义社
区信心满满。此外，同心实践基地平常的农业生产，
也能增加本地农户的收入。

大义社区原贫困户张球玉长期患肺病，不能从
事重体力活，大棚项目建成后在此务工，他说：“建立
了蔬菜大棚以后，我有事做也有稳定的收入了，去年
半年的务工收入有3000元，今年也不会低于5000
元，非常感谢村里对我们的照顾。”

大义社区党总支书记朱海燕介绍道：“今年临时
决定种植大棚西瓜，这样村集体经济收入不会受到
影响，也能保证农户、贫困户就业不受到疫情的影
响，在本地就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而在大义社区的周边，还有苗族、壮族，彝族同
胞和更多的贫困户加入到基地的大生产中。他们收
入的增加，也为稳定脱贫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去
年我们社区的集体经济收入已经超过30万元了，今
年我们通过争取扶贫项目以及村集体经济投资的形
式，准备向50万冲刺！”朱海燕说。

宣城北乡宣州区水阳镇，是一个有着1700多
年历史的古镇，历史人文古迹众多。水阳江畔的
梓童阁就曾是众多古建筑之一。

梓童阁位于宣州区水阳镇上街头，占地100
余平方米。建筑为砖木结构，三层四面楼阁式，
四面有回廊，每层四面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回廊
花窗、形制精美。1981年，由原宣城县人民政府
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缺乏史料记载，梓童阁的历史尚待研
究、考证。民间有两种传说，一种说法梓童阁始
建于唐宋年间；还有一种说法，三国时期东吴大

将丁奉围湖造田之后，为保一方平安，在水阳江
东、西两侧分别建造龙溪塔、梓童阁。

据传，解放后，梓童阁曾作为水阳区公所办
公之地。文革开始后，梓童阁又成为几户居民的
居所，一直没有得到保护和修缮，使得这个古建
筑日趋凋零与破败。

2002年1月7日的一场大火，则将梓童阁化
为灰烬，只留下零星的记忆。

焚毁后，复建梓童阁一直是水阳人民的心
愿。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多次提出议案，
建议重建梓童阁。

分赴北京上海参与入境人员疫情管理

我市两名医护人员
再赴抗疫“战场”

毕桥镇大义社区：

灵活种植，
不让疫情误春耕
◇本报记者 戴丹丹

花红柳绿 把春天“抱”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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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随
着气温回暖，
市 区 各 大花
卉、苗木市场
各种鲜花竞
相开放。不少
市民纷纷前来
选购鲜花、绿
植 ，把 春 天

“抱”回家。
“相信冬

天夺走的，春
天 都 会 还给
你。”经营者对
花卉苗木市场
信心满满。

在市区阳德西路苗木市场，记者看
到这里油桃、樱桃、李子、梨等苗木种类
十分丰富，选购苗木的人络绎不绝，大家
都在自觉做好防疫工作的前提下选苗、
询价、交易。

经营者们表示，苗木市场里的茶树、
桃树、梨树等经济类果树苗销售最为火
爆，这些树苗属于经济林，市场需求大，
经济价值高。

朱阳是宣州区黄渡乡人，他种植黄
桃、红桃、冬桃已经4年了。3月13日下
午，他来到苗木市场选购桃树新品种。朱
阳坦言，新品种可能挂果质量更高，所以

挑选一部分进行试种。尤其全面复工复
产后，他要抢抓时间，赶紧对桃园的苗木
进行补栽补种，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这些树苗都是我在自家地里栽的，
选了一批‘健壮’的小苗子出来卖。”苗木
市场内的经营者裴根介绍，疫情对苗木
销售造成一定影响，但目前来看市场正
在回暖。他每天除了现场销售葡萄树
苗、橘子树苗300多棵外，苗圃里的树苗
还通过“网络订购”的方式，直接从育苗
基地搭车“奔赴”家家户户。

“要相信冬天夺走的，春天都会还给
你。”苗木经营者沈盼是个90后，疫情期

间为了减少损失她选择了对自家的苗木
销售进行甩卖和网络销售两步走。通过
微信和淘宝销售，她将自家的枣树苗卖
到了南京等地。“靠着多样的销售渠道，
最近的营业收入，还过得去。相信等疫
情彻底过去，苗木市场会迎来购买高
潮。”沈盼说。

记者采访还发现，大部分经营者都
会添加顾客的微信，在微信上指导顾客
苗木的培育方法和养护技巧。“做好售后
服务，才是赢得回头客的关键。”一位经
营者笑着说，大家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为苗木交易“升温”再添一把力。

精品苗木选购忙精品苗木选购忙 市场渐市场渐““苏醒苏醒””

水阳镇党委政府一直以来对梓童阁复建高度
重视。在区文旅局的大力支持下，2019年底，完
成了梓童阁复建项目的勘探、设计、招标等工作。
2020年3月3日破土动工，建设工期240个日历
天，计划在10月份建设完成。

据水阳镇文化站站长茆玉徽介绍，梓童阁复
建基础方案是在原址上重建——把原来基础清理
出来后，结合现代建筑技术加固，建筑面积、楼层、
结构不变，仍然方型建筑、木架结构，“最大限度地
还原梓童阁原貌。”

通过再次清理发现，梓童阁基础北侧剖面损
坏较为严重，东西南侧剖面保存较为完好。开工
后，设计、勘察、施工、监理等单位就施工现场的基
槽验收提出意见，在现有的基槽基础上再次开挖
1.5米深左右。为防原来条石基础坍塌，在开挖之
前先对原遗址的四周做基坑木桩防护，开挖到指
定要求后再用砂卵石回填压实。

由于梓童阁原址在水阳江防洪墙外，为防止洪
水侵袭，在原基础上抬高1.8米，“现在复建把洪水影
响的因素考虑进去了，更牢固安全。”茆玉徽表示。

梓童阁将重现水阳江畔
复建项目破土动工

B 工程计划于今年工程计划于今年1010月完成月完成

赞！帮扶干部广牵线

贫困户800多只
肉鸭销售一空

本报讯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农
副产品物流运输和活禽交易受限，家住
旌德县版书镇江坑村的丁云巨饲养的
800 多只急待出栏的肉鸭一时间没了
销路，这可愁坏了他，眼看着鸭子一天
天长大，吃的粮食也越来越多，多养一
天就多亏本一天。

丁云巨是旌德县版书镇江坑村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现已脱贫。得知丁云
巨肉鸭滞销的情况后，旌德县版书镇江
坑村驻村扶贫工作队及时主动联系该
县、镇扶贫部门和农业部门，组织协调
对接经销商、联系帮扶县直单位，引导
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帮扶干部们通过微
信群、“朋友圈”等，做起了“中间商”，动
员亲朋好友积极购买，拓展销售渠道。
不到一周的时间，丁云巨饲养的800多只
鸭子就销售一空。

“我手机都要没电了，今天最后一批
鸭子都已经全部卖光了！”3月10日一大
早，丁云巨的手机就响个不停，都是慕名
而来购买肉鸭的买家。看着销售一空的
鸭棚，丁云巨露出了笑容，他对帮扶干部
们说：“太感谢政府了！要不是你们帮
忙，我真的要愁哭了，这下好了，800多只
鸭子全卖出去了。”

“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们能帮助贫困
户解决燃眉之急，是帮扶干部应有的社
会责任。”旌德县版书镇江坑村党总支第
一书记兼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徐玉平向
记者说道。

据了解，疫情防控期间，旌德县版书
镇江坑村通过多种渠道助力脱贫攻坚，
帮助贫困户销售鸡、鸭等滞销畜禽1000
余只，总价值约2.8万元。

（本报记者 夏彩云 文/图）

33月月33日日，，宣州区水阳镇梓童阁复建宣州区水阳镇梓童阁复建
项目正式破土动工项目正式破土动工。。

据介绍据介绍，，项目由江苏科宇古典园林项目由江苏科宇古典园林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合同价近合同价近300300万万
元元，，建设工期建设工期240240个日历天个日历天，，计划在计划在1010月月
份建设完成份建设完成。。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谭艺莹谭艺莹 文文//图图

梓童阁旧照梓童阁旧照。。

800800多只肉鸭销售一空多只肉鸭销售一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