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旌德市监局深入推进
长江禁捕退捕攻坚战

本报讯 连日
来，旌德县市场监
管局认真贯彻落实

全省打赢长江禁捕退捕攻坚战工作推进电视
电话会议精神，围绕“生产企业无加工，线上线
下无销售，餐饮单位无供应，所有环节无广
告”的目标，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对该县范围
内的农贸市场、餐饮单位等开展长江禁捕退捕
攻坚战工作。

该县依法打击各大市场销售长江流域非
法捕捞渔获物违法行为，严禁农贸市场内销售
长江非法捕捞渔获物，督促营业执照字号名
称、经营范围中含有“江鲜”“江鱼”等字样的经
营户办理营业执照变更手续，禁止餐饮单位采
购、经营长江非法捕捞渔获物，督促餐饮单位
改正菜单、店招上“江鲜”“江鱼”等字样。同
时，加强网络监管，严禁电商平台销售长江非法
捕捞渔获物。

该县还在集贸市场及餐饮服务单位张
贴“严禁市场销售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渔获
物”及“拒绝江鲜，从我做起”宣传画，印发了
《致水产经营户和餐饮服务经营户的一封
信》，开展江鲜禁卖、禁食宣传，并与经营者签
订《禁止经营长江流域捕捞渔获物责任承诺
书》，切实做到监管到位、执法有力、不留死
角、不走过场。

自该县开展长江禁捕退捕攻坚战工作以
来，县市监局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20人次，检查
农贸市场16家次、各类水产经营户60家次，检
查餐饮服务单位310家次，督促《营业执照》字
号名称或经营范围中有“江鱼”“江鲜”等字样的
市场主体办理变更或者注销手续。严厉打击以

“江鱼”“江鲜”等作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改正
含有“江鲜”“江鱼”等字样的菜单30余份。发
放“严禁市场销售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渔获物”及

“拒绝江鲜，从我做起”宣传画共110份。
（本报记者 刘畅）

长江禁捕退捕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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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题

您觉得身边的志愿服务活动氛围如何？
①浓厚、经常性参与 ②听说过、偶尔

参与 ③基本没听过

温馨提示：宣城市区目前有注册的志愿者
11万余人，他们平时均活跃在清理“牛皮癣”、
清除卫生死角、旧衣物捐赠、看望慰问孤寡老
人、交通劝导、扶危助残等文明创建工作的第一
线。您经常在小区、路边等地看到身着红马甲、
戴着红帽子的人，他们就叫做志愿者，从事的就
是志愿服务。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市广大
志愿者主动担当、各展所长，开展宣传普及防疫
知识、社区卡口及关键点位值班、参与人员隔离
防护、交通秩序维护以及卫生防疫、邻里互助、
心理辅导、救护救助、加入援鄂队伍等志愿服务
工作，涌现出如王太兵、苏成龙、刘礼泉、庄莉丽
等一大批优秀志愿者。

在防汛救灾中，各志愿服务组织和广大志
愿者继续发扬战“疫”精神、满怀一腔热血、坚定
必胜信心，以舍我其谁的高度自觉主动向各地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报到请战，积极开
展圩堤巡查、隐患排除、安全救援、交通维护、物
资调运、卫生防疫、扶弱帮困、灾后重建等志愿
服务，与灾区群众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

奋力夺取 两连冠
全国文明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

本报讯 近日，市城管局
聚焦市容、环卫、市政、园林、

“三车”等10个关键环节，补短
板、强弱项，扎实推动全国文
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暨
住宅小区管理水平提升专项
行动，确保城市管理工作在

“两城”创建测评中取得优异
成绩，在深化住宅小区管理水
平提升行动中取得实效。

该局成立城东、城南、城
西、城北和市政、园林六个工作
小组，做到一组包一区，及时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各组对需
部门协同处理的以及市政设施
出新、增设机动车非机动车泊
位等重点问题，集中提交局迎
检领导组会商解决，并加强工
作落实监督问责，对因迎检工作
不力，影响全市迎检工作成效的
部门和个人，按照相关责任追究
办法严肃问责，对工作扎实，成
效显著的予以表彰。（沈鑫）

市城管局多举措
助力“两城”创建

彩色水稻“绘”出美丽画卷

谈贤贵：甘当“乡村美容师”
■本报记者 顾维林

日前，2019年度宣传推选
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先
进典型暨百名疫情防控最美志
愿者名单公示，来自广德市卢
村乡的谈贤贵入选“全国最美
志愿者”名单。

今年67岁的谈贤贵是卢村
乡笄山村茶场村民组的一位普
通村民，但乡亲们更愿意称呼
他“乡村美容师”。原来，从
2011年5月开始，谈贤贵围着
卢湖义务捡拾垃圾，行走了
5000多公里，捡拾了上百吨垃
圾，磨破了十几双胶鞋……

卢湖位于广德市南部，占
地5平方公里，是广德城区的饮
用水源地，水体的自净能力相
对较弱，任何可能的环境风险
都会直接影响饮用水水质安
全。为了保护这个关乎数十万
人饮水安全的“大水缸”，每天
清晨，谈贤贵早早夹个编织袋，
提溜着个夹子出门，他的目的
地就是家门口的卢湖。

沿着卢湖湖畔走了几步，
一个刺眼的烟头映入了老谈的
眼帘，他俯下身子，用夹子夹住
后丢到了编织袋里，然后继续
向前走去。等到编织袋快满
了，他才走到垃圾桶旁，把垃圾
倒了进去。

老谈坚持每天早晨6点左
右出发，中午12点左右回家；下
午3点左右出发，傍晚6点左右
回家，一天要走近10个小时。
十年间，他重复着这样单调的

“工作”，从没懈怠，也没有过怨
言。“我几乎记得卢湖周边每一
个垃圾桶的位置。”老谈自信地
说，这十年来，如果没有特殊情
况，自己从不缺岗。

老谈为什么想到义务捡垃
圾？一开始，乡亲们有着各种
猜测。不少村民觉得，老谈捡
垃圾是想挣钱。但时间长了，
大伙儿发现，那些卖不了钱的、
不可回收的垃圾以及污染环境
的杂物，老谈都一并捡起来，然
后进行集中处理。“没有什么太
多的想法，就是想把家门口的
环境搞干净。”面对众多村民的
不解，老谈的回答非常朴实。
在他的眼里，保护“大水缸”是
自己应该做的。

事实上，他的老伴和儿子
都劝他：这么大年纪了，在水边
捡垃圾不仅脏且累，而且很不
安全。可老谈却说：“我虽然上
了年纪，但捡拾垃圾还行，就当
是锻炼身体了。”

遇到一些恶劣的天气，老
谈干起活来更加困难。笄山村
茶场村民组前后有六条山沟
沟，每到汛期，经暴雨冲下来的
破鞋衣物及各类生活垃圾，就
会汇集到老谈家门口的一条大
山沟里，然后一直被大水冲到
卢湖水库。

为了清理这些“大块头”，
那段时间，老谈就沿着水沟仔
细清理。这段路程虽然只有2
里多，但一趟走下来，垃圾杂物

往往要装满几大蛇皮袋子。“年
龄大了之后拖都拖不动，即使
能拖动，也会把身上搞得又脏
又臭。”老谈说。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老
谈围着卢湖行走了5000多公
里，他的身体力行也得到了村
民们的称赞。大伙儿常说：以
前垃圾都是扔在门口，但看到
老谈这么辛苦，随手丢垃圾的
现象也少了。

老谈义务捡拾垃圾、保护
卢湖环境的故事得到了更大范
围的关注。经过自下而上、层
层推荐评议，老谈先后入选了
2013年“最美广德人”十大年度
人物、2013年8月“宣城好人”、
2013年9月“中国好人”。

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和褒
奖，老谈显得非常平静。“这是
大伙儿对我最大的肯定和鼓
励。”老谈总说，自己只是做了
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他还希望
能有更多的人参与志愿服务中
来，和自己一起守护青山绿水，
共建美好家园。

2019年 3月 5日是“雷锋
日”，也是老谈特别难忘的日
子。这天，卢村乡开展了“中国
好人”谈贤贵“守护母亲湖”志愿
服务队授旗仪式。活动中，谈贤
贵郑重地将旗帜接到手里。

他说：“保护卢湖光靠我一
个人不行，现在邻里乡亲都参与
进来了，卢湖周边的环境也越来
越好了，我感到特别高兴。”

连日来，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
大地，家住郎溪县姚村乡红旗村袁
村组的杨英每天挥动着锄头在山
芋地里薅草。路过的胡大叔摇头
道：“姑娘，不能这样‘玩命’，会中
暑的。”杨英用衣袖揩去满脸的汗
珠仰头说：“这样薅草最管用，大太
阳一晒，草全死了。”

这位地地道道的山村农妇，中等
个头，热心肠，热爱劳动，干活麻利。
由于家人生病导致家庭贫困，杨英家
于2014年纳入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红旗村妇联主席刘桂荣说：“杨
英很能吃苦，养老母猪，还养不少鸡
鸭鹅，这几年搞综合养殖业脱了贫。”

早些年，杨英利用房前屋后的竹
林、池塘养些鸡鸭鹅，加起来不过百来
只。这些生态家禽、土鸡蛋在改善一
家人伙食的同时，又增加了家庭收入。

说起卖土鸡蛋，杨英还真有一
套：“开头没有销路，我只能从身边

的亲戚朋友开始，先给他们送一些
鸡蛋，让他们帮忙宣传。这些亲戚
朋友看我辛辛苦苦不容易，会主动
回购土鸡、土鸡蛋，并且帮我宣传。
我会玩抖音后，又在手机上宣传。”

百来只家禽肯定不能致富，庭
院经济还要增加内容。杨英瞅准
了养猪行业的商机，于2018年底
购买了1头母猪和4头菜猪猪仔。
猪棚搭建在远离村庄的一个山洼
里，杨英卷起铺盖住进了山洼，正
式当上了“猪倌”。

为便于饲养操作，她的“百只
家禽”养殖基地也迁至山洼。母猪
下崽留着自养，然后扩大养殖规
模，菜猪逢年过节出售。由于是青
饲料喂养，杨英养殖的猪肉质佳、
行情好。近3年来，存栏母猪及菜
猪总数，每年保持在20至30头。

就在上个月，一头母猪产下18
头瘦肉型“杜洛克”猪仔。“可是母
猪发病了，产后热，急死我了。”杨
英说，“幸亏乡畜牧站的李师傅及
时指导用药，打了3天针，好了。”

防疫是杨英最头疼的事。只
要一有小猪或鸡鸭生病，她就整夜

睡不好，甚至干脆爬起来，搬个凳子
守在它们身边，着急了就询问邻里、
请教同行，甚至打电话询问远在湖
南的父母亲。后来，乡畜牧站技术
员李德华跟踪提供防疫指导，帮了
大忙。畜牧站还帮杨英落实了能繁
母猪补贴、保险等相关扶持政策。

为了保证生态猪的品质，杨英
种玉米、山芋，把村里村外别人抛荒
的近30亩荒地全部“捡”来，种猪爱
吃的各种青饲料。去年以来，杨英
两口子除了在抛荒地种青饲料，还
流转了20亩农田种植无公害水稻。
收获的稻谷，一部分留作猪的口粮。

说到杨英的辛苦，丈夫李胜传
怜惜道：“我会一点水电手艺，有活
就出去做。家里喂猪、种田、种地
全撂给她一个人，每天晚上都是忙
到7、8点钟才吃饭。”

“猪倌”创业辛苦，可望着咕叽
咕叽抢吃青饲料的18只“杜洛克”
猪仔，杨英舒心地笑了。说到下一
步打算，杨英表示：“准备适当扩大
养殖规模，村里的贫困户有想养猪
的，我愿意提供优惠价的猪苗，带
动大伙共同增收致富。”

杨英：综合养殖来脱贫
■本报记者 利成志 特约记者 王祖清

骏马、鲤鱼跃龙门、粮仓等图案鲜明欲出，而组成这些图案的植物，都是水稻。今年以来，宣州区烟草产业发
展中心和杨柳镇政府共同实施彩稻画项目，以大地为“画布”，采用红、紫、黄、白、绿五色彩色稻为“颜料”，打造了
别具一格的农业景观。 本报记者 顾维林 特约记者 宋本金 摄

宣州区残联：抓好项目
建设 精心培育品牌

本报讯 近年来，宣州区残联积极响应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号召，积极探索、大胆创
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

坚持需求导向，精准定位服务项目。宣州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助残志愿服务队结合本职
工作，制定了“扶贫助残”志愿服务项目，呼吁
社会力量参与助残志愿服务工作。项目紧密
结合残疾人需求，围绕扶贫、就业、创业、维权、
康复、医疗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精心开展“护
翼小天使”“仁爱进小区”“关爱眼健康”“阳光
托养”“快乐星期天”等五个项目。

动员社会力量，优化志愿队伍建设。区残
联积极探索志愿服务队伍建设与发展，带动更
多社会组织、爱心人士加入志愿者队伍，为希
望扶贫助残的爱心人士和企业提供平台。目
前，在宣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助残志愿服务
队带动引导下成立了吴良材眼镜、仁杰医院、
翔云科技、市律师行业党委等8支相对成熟的
志愿服务队伍，志愿者由最初的17人发展到
720人。

广泛开展活动，志愿精神日益彰显。宣州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助残志愿服务队制定活动
计划，明确活动主题。截至目前，服务队累
计服务18900多个小时，受益残疾人5200余
人，参与志愿者达3950多人次。针对贫困残
疾群体，助残志愿服务队举办了8期农村贫
困残疾人技术培训班以及5场残疾人就业专
场招聘会，帮助65名贫困残疾人找到合适岗
位，实现就业。

（本报记者 徐晨 特约记者 宋本金）

本报讯 近日，记者通过
市文旅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
市重点调度40个项目持续推
进“皖南川藏线”，主要通过项
目优化、优化交通条件、完善配
套设施等措施深化品牌建设，
上半年共计完成投资 4.4 亿
元，推进成效显著。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皖南
川藏线”项目孵化工作十分顺
利。其中，宣州区樱花谷、花溪
谷等项目完成投资 1.16 亿
元。宁国市真也天境、茶香慢
城等5个项目完成投资1.76亿
元。泾县源森林农业生态村
项目正在对房屋进行改造，上
半年完成投资1050万元。青
龙潭风景区中的主要工程建
设基本完成。牛肝马肺水上
乐园所属的玻璃栈道、彩虹滑
梯、高速变坡组合滑梯、儿童拓
展项目等主要设施已完成建设
并投入使用。

同时，通行条件得到及时
优化。其中，宣州区溪口至板
桥建设一期工程已完工；S345
宁泾路板桥至上漕段、宁国市
后东路储家滩段路面“白改
黑”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完成
方塘村道路拓宽工程、二龙坑

等道路硬化工程；方胡路兰花
岭段隧道5.853公里路线施工
图已通过审查；旌德县蔡大公
路路肩绿化提升工程、旌德段

“十里三村”亮化提升工程已
完工，旌德县大溪河沿线环境
整治工程已完成河道清淤，正
在进行周边环境整治及配套
景观设置。

此外，各项配套设施不断
完善。全力推动标识牌异地
互设，在“皖南川藏线”新增设
置旅游标识牌5处。完成“皖
南川藏线”南入口森林游步
道、观景台、红色文化墙等建
设，对已建旅游厕所、观景台，
旅游标识标牌、停车场等配套
设施进行管护和完善。其中，

“皖南川藏线”泾县段榔桥镇
浙溪旅游厕所、西阳旅游厕
所、蔡村镇左家坝对岸和汪村
停车场4座旅游厕所已竣工，
月亮湾度假村旅游厕所、爱民
张北坑旅游厕所、蔡村老街入
口旅游厕所、高山旅游厕所、
西湾旅游厕所、九里岭旅游厕
所及狮子山旅游厕所7座旅游
厕所均在建设中，上半年已完
成投资230万元。

（本报记者 项嘉）

旌德讯 今年以来，旌德
县卫健委结合自身工作实际，
以开展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为
目标，以加强干部职工思想、
作风和廉政建设为着力点，全
力打好“加减乘除”四张牌，促
进该县卫健事业发展。

增加学习内容。坚持每
周一早会学习不放松，切实加
强干部职工思想政治建设，增
加了健康脱贫、医政医改、中
医药、计生协会等应知应会业
务知识的学习和测试。

削减休息时间。大力弘
扬“5+2”“白加黑”工作作风，
要求白天未完成的工作，晚上
完成；工作日未完成的工作，
节假日完成。力求做到小事

不过夜，大事不过周。
赶乘廉政快车。全面落

实《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
准”》等规定，教育广大干部职
工在日常工作中勤政廉政。
健全完善机关13项管理制度，
压缩各项办公支出。

根除发展痼疾。开展调
查研究，着力破解人才短缺等
制约卫健事业发展的瓶颈问
题。以实施医联体和县域紧
密型医共体为抓手，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同时，建立人才建
设基金，用于专业技术人才的
培养和奖励，为引进人才、留
住人才、使用人才和激励人才
提供保障。 （陶国平）

旌德卫健委“加减乘除”
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连日来，天气晴好，郎溪
县新发镇双桥村积水逐渐退
去，农户们正在房前屋后清理
垃圾、淤泥，清洗晾晒床单衣
物等；保洁员及志愿者们正在
清运垃圾、冲洗墙面、开展消
毒消杀工作，一派忙碌景象。

新发镇在汛期遭遇强降
雨，其中双桥村受灾最为严
重，村内大小圩口全部失守，9
个村民组漫水，积水最深处达
1.5 米。截至 8月 4日上午 9
点，全村仅剩下阳村民组约19
户农户家有积水。

在双桥村和平组，计生协
会员罗根娣连续多日都在忙
消杀，身穿厚厚的防护服，戴
着帽子、口罩，身后背着几十
斤重的喷雾器，往返于村内主
干道及公共设施进行消毒消

杀，一次要持续2小时左右，尽
管全身湿透、非常辛苦，但是
她依然坚持。“洪水退后，环境
潮湿，容易滋生细菌，做好消
毒工作刻不容缓。”她说。罗
根娣每天要调配消毒药水20
多次，使用消毒液超过500升。

新发镇镇长吕爱福表示，
自8月2日洪水退后，该镇迅
速组织专班，对受灾区域进行
摸排统计，及时组织人员开展
村庄消毒消杀，并重点对饮用
水源地和公共区域进行2次以
上消毒。到目前为止，该镇已
发放宣传单5000余份，派发
漂白精60多瓶、消毒液480多
件，并配有各类杀虫剂、人丹
等物资，重点对受灾地区喷
洒、涂抹，确保大灾之后无大
疫发生。

新发镇：洪水退后忙消杀
■滕鹏飞 本报记者 谭艺莹 特约记者 吕亚敏

我市持续推进
“皖南川藏线”项目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