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今年以来，郎
溪县农业农村局立足“一地
六县”规划，围绕“产业高度
融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要
求，扎实开展绿色生产技术
服务与推广工作，着力打造

“绿色农业”新名片。
大力推广科学施肥技

术。郎溪县地处皖南丘陵地
带，气候宜人，但也存在地形
复杂、种植制度单一、复种指
数高等风险因素。针对这些
不利因素，郎溪县农业技术
服务中心逐村建立主要农作
物化肥减量增效技术公示
栏，2021年建立村级施肥信
息栏120余个，同时土肥站技
术人员深入乡村院落，开展
农户培训和田间指导活动，
培训农户0.6万余人次，印发
技术明白纸1万余份，进一步
提升全县农户科学施肥技术
和绿色发展意识，该县农作
物化肥使用量连续10年实现
负增长。

优化种植结构。郎溪位
于长三角腹地，毗邻长三角

城市群，是“一地六县”核心
区，也是苏浙沪优质农产品
供给基地，近年来郎溪通过
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巩
固、促进乡村振兴工作。
2016年以来，该县改造淘汰
老弱茶园，发展优质茶园3万
余亩。2021年建设有机肥替
代化肥示范片3000亩，带动
全县3万余亩优质茶园增施
有机肥6000余吨，在遏制面
源风险的同时茶叶品质和产
出效益大大提升。全县改造
新增葡萄、蓝莓、冬桃、甜瓜、
田藕等优质果蔬基地2万余
亩，优质果蔬基地水肥一体
化技术全覆盖。

强化绿色示范。近年
来，郎溪农业部门累计采集、
分析土壤样品近万余份，走
访调查农户近5000余人次，
在充分调研摸排基础上，分
区域编发农业绿色发展技术
指南。围绕郎溪优质稻米种
植，2021年建设水稻绿色高
质高效暨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示范片8万亩，带动全县42
万亩水稻种植实现配方施
肥，建设水稻侧深施肥技术
示范片3个，化肥减量增效成
效显著。（本报记者 张玉荣）

郎溪大力推进绿色农业发展

编辑 汪辉 排版 王伟杰 校对 何敏综合新闻 2021年9月7日 星期二

电子邮箱：xcrbjjb@163.com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23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我为群众办实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万亩水稻开镰收割

本报讯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以来，广德市“四注重”扎实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
实里走。

注重本土探索创新。根据《中
国共产党广德地方史》及全市党史
遗迹遗址普查资料，组织编写《中
国 共 产 党 广 德 历 史 简 明 读 本
（1919-1949）》《广德革命遗迹遗
址通览》读本。深入挖掘“皖南红
军独立团纪念馆”等18处本土“红
色地标”，依托“行走的红色课堂”
等志愿服务项目，打造精品红色线
路，开展红色研学、现场教学等志
愿服务活动。组织中小学教师“同
讲党史”活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融入学校思政课，打造80余节市

级精品示范课，择优在微信公众号
等媒体推送。

注重基层理论宣讲。编印《党
史专题宣讲提纲》，印发专题宣讲通
知，依托“桐汭最强音”理论宣讲品
牌，组建市委宣讲团，赴乡镇开展集
中宣讲，市直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在本
单位开展宣讲。招募党史宣讲志愿
者，组建老干部、青年、少年宣讲团等
多层级宣讲队伍，打造新时代文明实
践大讲堂、“板凳党课”等学习阵地，
发布宣讲课题20个，开设《弘扬“三
线”精神》等微党课20余堂，录制线
上微宣讲视频12个，形成线上线下
多渠道多样化宣讲。

注重正面典型引路。选树党史
学习教育先进典型，组织该市广大
党员干部学习优秀共产党员石坤伟
同志燃尽生命、致力招商的先进事
迹。引导全社会向刘贺平、曹振洲
等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五四”青
年奖章获得者学习，汲取发展内生

动力。邀请95岁革命老兵王守臣
分享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亲身经
历，重忆峥嵘岁月。开设《学习身边
榜样》专题专栏，定期更新典型人物
事迹，感受榜样力量。依托“幸福广
德”内刊，推出广德党史系列历史人
物专版13个。

注重定期督查指导。成立联络
督导小组，运用“现场督导、集体送
检”相结合方式，通过听取汇报、查
阅资料和现场考试等形式对全市各
级各部门进行专项督导。重点围绕
党史学习教育组织领导、专题学习、
宣传氛围、实践活动、专项行动等工
作完成情况，督促各级各部门将原
则要求具体化、部署安排清单化、目
标任务台账化。对督导过程中发现
的问题，及时提出整改建议和意见，
并要求各级各部门及时整改到位。
党史学习教育以来，开展全覆盖督
导2轮，制发督查通报3期。

（本报记者 顾维林）

广德“四注重”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心走实

9月1日，旌德县白地镇的万亩水稻开镰收割。白地镇镇域面积98.7平方千米，水田面积19893亩。由于地处皖
南深山，土地有限，村民自古以来借着山势和水源开垦出一块块分布均匀、错落有致、大小不一的梯田，如珠玉镶嵌
山间。 特约记者 江建兴 摄

环境绿起来，村庄美起
来，乡风好起来，大伙的日子
过得红红火火！市第四次党
代会以来，我们里仁村在乡
村振兴战略指引下，村容、村
貌、产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变化看在眼里，幸福甜
在心里。五年来，我们村牢
牢抓住农村“三变”改革契
机，注册成立了旌德县里仁
康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整
合上级扶持集体经济基金共
110万元，按照“保底收益+按
股分红”的方式入股安徽咏
萃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安徽瑞祥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目前每年参与分红11万
元。村党总支还积极盘活闲
置集体资产，通过“发包租
赁”，每年收取租金10万元。
同时，通过电站、山场等自营
收入每年增加53万元。村集
体经济收入从2014年的9万
元跃升至2020年的79.55万
元，增长近9倍，一跃成为旌
德县集体经济强村。今年
底，村集体经济收入有望突
破100万元，这可是以前我们
做梦也不敢想的数字！

路宽了、景美了、农村条
件不比城里差，是我们村民
近年来的一致感受。近年

来，我们村建立就业扶贫车
间1个和产业扶贫基地1个，
为 30余户脱贫户及部分弱
势群体提供了稳定的就业
岗位。为了提升村子“颜
值”，里仁村大力开展美丽乡
村建设工作，完成了道路、饮
水、护岸等多项惠及民生的
基础设施建设，在全村主干
道和自然村安装了250余盏
路灯。2018 年 10 月，村里
还率先创办旌德县首家扶
贫“爱心超市”，现提标升级
为全市首家“生态美超市”，
实行积分制管理，以积分兑
换商品，村民环保意识显著
提高。

关于未来乡村建设的擘
画，我有两点建议：建议进一
步加强农村“双基”建设。补
齐“双基”建设短板，有利于
优化村内产业布局，实现平
衡发展，提升村民整体幸福
感和获得感；建议用地指标
向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建设倾
斜。目前乡村振兴产业项目
实施过程中出现土地指标紧
张、建设用地审批困难，导致
好的产业项目难以落地的情
况。如果能更大力度强化资
源要素供给，相信乡村振兴
步伐将更快提速。

（本报记者 整理）

陶国强（旌德县庙首镇里仁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烟头兑鸡蛋
换来环境美
■本报记者 王肖肖

“50个烟头
可以换 10个鸡
蛋!”市文明办发
布这一消息后，

被市民广泛传播，短短几天就在辖区大街小巷
掀起了“低头捡烟头”的热潮。8月28日下午，
大坝塘广场上人声鼎沸，市民们手里提着装有
烟头的塑料袋，争着抢着来到集中兑换点兑换
鸡蛋。

“我在网上看到烟头兑换鸡蛋的消息之
后，就开始捡烟头，这次带来了100多个烟头，
兑换了20个鸡蛋，我很有成就感。乱扔烟头影
响环境，这个活动好啊，领到鸡蛋只是次要的，
让大家知道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才是主要的。”
市民黄在华拿着鸡蛋开心地说道，以后不管能
不能兑换鸡蛋，他都会继续捡拾烟头及其他垃
圾，为城市环境出一份力。

雷锋超市店长郝丽莉是市文明使者志愿
队的一名志愿者。在为前来兑换鸡蛋的市民
登记信息、发放鸡蛋时，她总是重复地说着，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这个活动是为了让大家
树立起保护环境的意识，希望大家坚持下去。”
此次活动开展的同时，超过50名志愿者自备工
具、走上街头，自觉前往公共区域烟头密集点
位，捡拾烟头，清理其他垃圾。

“弯一下腰，捡一个烟头，就能为城市增
添一份光彩。兑换鸡蛋只是保护环境的一个
鼓励方式，我们希望市区直‘路段长巡查’单
位、志愿服务组织及热心市民前往市辖区内
捡拾烟头，自觉保护环境。”市文明办创建科
工作人员滕玉楠告诉记者，活动首日便回收
烟头共计13500个，兑换鸡蛋2700个，并将
烟头送往垃圾集中处理点统一销毁。他呼吁
更多市民能参与到活动中来，共同守护城市
卫生环境。

据悉，此次活动由市文明办主办，市城
管执法局、宣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承
办。8月28日至9月25日期间，全体市民每捡
拾50个烟头即可兑换10个鸡蛋。每人每天凭
身份证限定兑换1次，每次不超过20个鸡蛋。
集中兑换点设置在大坝塘广场，兑换时间为每
周二、周四、周六15:00至16:30。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参与活动时，注意勤
洗手、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捡拾的烟头须为
室内、户外随意丢弃的，不得从垃圾桶、灭烟柱
等烟头收集容器内翻拾，一经发现不予兑换、
记录在案并取消今后兑换资格；有奖兑换并不
是鼓励“吸烟有奖”，而是倡导广大市民少吸
烟、促戒烟，自觉养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
活方式。

荆州山核桃开杆
■本报记者 沈彦 见习记者 王路路

芜宣机场开通新航线
本报讯 9 月 6 日 11 时 18 分，由深圳

宝安机场起飞的东海航空 DZ6255 航班缓
缓降落在芜宣机场的跑道上，这标志着深
圳-芜宣-天津航线正式开通，也意味着芜
宣机场联通京津冀和珠三角都市圈的航线
再次升级。

芜宣机场自今年4月30日通航以来，已陆
续开通北京大兴、广州、佛山、成都、重庆、西
安、长春、昆明等城市航线。此次至深、津航线
开通，芜宣机场已经与全国10个重要城市建立
起空中网络，“北联京津冀、南通珠三角、连接
西部重点城市群”的航线网络初步形成。新航
线的开通，进一步助推宣城打造长三角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安徽排头兵。

本次开通的芜宣机场至深圳、天津两个航
班均为每日一班。正点航班时刻为DZ6255深
圳-芜宣：09：20-11：20；芜宣-天津：12：
50-14：55；DZ6256 天津-芜宣：16：00-18：
00；芜宣-深圳：18：55-21：10。9月9日起，芜
宣-深圳航线将再升级，届时将开通由深圳航
空执飞的芜湖至深圳往返航线，届时，芜宣机
场至深圳航线将加密至每日两班。旅客可登
录相关航空公司官方网站、手机APP客户端，
去哪儿网、携程等OTA平台，以及正规机票代
理点购票。

为了方便市民出行，芜宣机场免费泊车
惠民措施将延长至今年12月31日。旅客可
凭购票信息或行程单在芜宣机场社会停车
场免费泊车，免费泊车期限为进入停车场起
5天（120小时）内，超过5天（120小时），从
第六天（120 小时后）按照停车场收费标准
收取停车费。

（本报记者 余庆 实习生 孙宇坤）

问：如何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活动？
答：开展多种样式宣传教育，设置宣传展

板，发放宣传品，广泛开展多种形式公益宣传
和社会实践活动，将生活垃圾分类知识纳入幼
儿园、中小学教材或读本，形成“教育一个孩
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的良性互动
氛围。 （未完待续）

9月5日，距离白露还有2天。清晨5时，绩溪县荆州乡上胡家村上山卡口挤
满了三轮车。6时一到，荆州山核桃开杆，卡口开始放行，村民们骑着电瓶车、三
轮车浩浩荡荡地上山，开始了今年的山核桃采收。

家家户户打山核桃

9月4日下午，记者抵达荆
州乡时，乡镇街道上一扫往日
的宁静，三轮车、小轿车、电瓶
车……车来车往。街道上随处
可见来自陕西、浙江、江苏以及
安徽省内其他城市的车辆。“大
家都是赶回来打山核桃的！”一
旁的村民告诉记者。

荆州乡乐华宾馆门口，胡小
峰的妹妹带着丈夫和公婆，刚刚
开车到达，正在搬运行李，他们刚
从杭州赶回来。胡小峰在乡里经
营着一家饭店和一家理发店，家
里有几百棵山核桃树，从9月3日
开始，家里的亲戚陆续赶回来了。

除了从杭州回来的妹妹妹
夫一家，她的叔叔和婶婶也关闭
了县城的汽车修理店，回来帮助
胡小峰采摘山核桃。“大概7天就
能全部收完，经济收益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大家能够聚一聚，每年
这个时候就跟过年一样热闹。”

据了解，荆州乡全乡2166户
村民全部种植了山核桃。9月5日
清晨5点，乡街道上又恢复了安
静，就连往日的小饭店、小超市也
都关了门。“家家户户都上山打山
核桃了，我们政府食堂的厨师都
请假去采摘核桃了，这几天咱们
的干部排班自己烧饭。”荆州乡党
委委员、宣传委员周燕蓉说。

开杆前，村民齐护林

“一般我们开杆是在白露，

今年我们发现山核桃自然落果
目前比较多，所以就提前了两天
开杆。”荆州乡政府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

9月4日晚，在荆州乡卫生
院后的上山通道卡口，55岁的
胡义根和48岁的胡宝国，正在
跟村里其他几名村民一起聊天，
一旁的躺椅上，还有个村民正在
闭目休息。

从8月31日开始，荆州乡政
府牵头组织村民在全乡通往山上
较为宽阔的道路上设置卡口，值
守时间为中午12点到次日早上
6点。设置卡口是为了不让村民
提前上山采摘山核桃，大家在统
一的时间，一起上山开采。

“不让村民提前采收，一方面
是为了保证山核桃的品质。另一
方面，大家同时上山，一起采摘，
可以很大程度避免因山核桃引起
的纠纷。”周燕蓉告诉记者，早上
6点到12点，农户可以上山，捡拾
已经落下的山核桃果实。

“明天早上6点就开杆了，
我们今天晚上在这守着，明天直
接就上山了，睡不了了。”胡义根
表示，全乡像这样的卡口多达
40余处，每个卡口2-8人不等，
都是由当地村民和部分返乡村
民组成的。

产量略低，预计价格走高

9月 5日早上6时，记者跟
随荆州乡上胡家村的村民一起
来到了山上。

记者看到，大部分山核桃树
种植在陡峭的山上，为了采摘树
上的果实，很多村民还要爬上接
近2米的树枝上，站在树枝中间，
手举杆子，把高处的果实打落。
然后把地上的核桃果实，一个个
捡起来装袋人工扛下山，再用三
轮车运回乡里进行下一步加工。

“前段时间雨水太多了，影
响了山核桃的挂果。”胡小峰告
诉记者，今年山核桃的收购价格
已经出炉，去蒲水籽大约每斤
20元，高于去年同期。

据了解，荆州山核桃种植面
积达3万余亩，丰产期为3000
余亩，作为荆州乡主导产业的山
核桃生产，去年收入达1.4亿元，
占农业总收入的93.3%。

荆州乡党委副书记胡超告
诉记者，今年全乡总产量略低于
去年，每家农户的情况不太一
样，增加或者减少都有可能。山
核桃价格比去年略有增长。“荆
州的山核桃品质是比较高的，一
般受市场波动不是特别大，每年
几乎都会略微上涨。”胡超说，

“而我们也在探索自然落果与张
网采收等方式，来减轻村民山核
桃采收的难度。”

记者了解到，荆州山核桃9月
5日统一开杆，打下来的山核桃
要经过脱蒲、筛选、晾晒、人工水
浮、浸泡、蒸煮、炒制、冷却等10
余道工序，才能成为一颗好吃的
山核桃。正常情况下，消费者9月
中下旬就可以吃到今年第一批
新货山核桃了。

旌德讯 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以来，旌德县白地镇严
格按照上级部署要求，紧密
结合该镇工作实际，“三聚
焦”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取得阶段性成效。

聚焦“实”字抓服务。扎
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
动，充分利用该县“千名干部
进万家”活动载体，组织镇党
委班子成员及党员干部走访
党员370多名、群众1100余
户，对三溪口水库清理灌溉
沟渠，组织党员、人大代表20
余人清理铁帽山上山道路，
安装指示路牌，为群众登山
游览提供了便利。截至目
前，共收集群众问题 100余
件，解决群众问题97件；深入
企业走访80余次、座谈6次，
收集并解决问题10余件。

聚焦“合”字抓发展。坚
持与项目建设相结合，该镇

文创中心项目已开工建设，
冰雪文旅城项目持续推进，通
用航空项目征迁工作取得阶
段性成效。坚持与改善民生
相结合，开展殡葬整治，拆除
区域内活人墓、阴阳墓合计
192穴，动员近百名网格员上
门深入摸排，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坚持与乡村振兴相结合，
申报乡村振兴项目5个。

聚焦“红”字抓特色。将
红色资源开发利用与镇域内
4A级江村景区有机结合，连
点成线，打造由江上青烈士
纪念馆、升级后的谭梓生烈
士纪念馆组成的红色旅游线
路。将红色资源与挖掘村情
村史相结合，建成洪川村村
史馆。落实项目资金300余
万元，将通往谭梓生烈士纪
念馆的道路进行拓宽，并将
该路更名为“梓生”路。广泛
开展“永远跟党走”群众性主
题宣传，扎实推进微宣讲到
田间进地头，录制建党百年
祝福视频，积极向各级媒体
推介。 （陶国平 朱勤）

白地镇“三聚焦”
抓实党史学习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