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为扎

实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进一步改善

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绩

溪县在全县11个乡镇81个行政村（社区）全部

开设了“生态美超市”，为美丽乡村民生工程建

设添砖加瓦。

绩溪县东山社区的“生态美超市”每周三营

业。近日，恰逢周三，记者来到东山社区，看见

不少村民正拿着废弃物品前来换购生活用品。

洪飞霞是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来在家里也没

事，自从社区里开办了“生态美超市”，便积极响

应把能够兑换的东西拿到超市换购生活用品，

既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又保护了生态环境，

她觉得这样非常好。

李巧兰也是东山社区的居民，她几乎每周

三都要来“生态美超市”兑换东西，她说，自从社

区里开设了这个超市，家里的生活用品都是从

这里换的，超市也不用去了，这样的超市真好。

自“生态美超市”运营以来，不仅推动了人

居环境的改善，也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环保效益的叠加。城市和农村居民将垃圾分类

后，就可以到社区（村）定点的“生态美超市”兑

换积分和日常生活用品。这种通过垃圾兑换生

活用品的形式，极大提升了城乡人居环境美化

及村民环保卫生意识，逐步实现从“末端清理”

到“源头减量”的转变，同时也真正实现了“垃圾

变废为宝”，营造了人人参与环境保护、全民参

与“讲文明树新风”的良好氛围。

在“生态美超市”建设运营中，绩溪县还注

重运营机制创新和工作融合，不断丰富“生态美

超市”内涵。将“生态美超市”建设运营与美丽乡

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城乡垃圾综合治理等

相结合，将积分来源拓展至庭院美化、好人好事、

志愿服务、见义勇为等10余种行为，引导村民积

极参与“双清双整”和文明创建，助力乡风文明。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生态美超

市”凭借新颖、实用、覆盖面广、功能性多等优

势，将进一步发挥强大潜能，让乡村环境“美起

来”，社会治理“活起来”，乡风文明“火起来”。

移风易俗 倡树新风

绩溪：“生态美超市”
助推美丽乡村建设
■陈午梅 本报记者 余庆

清明节假期，我市各大旅游景点迎来了踏青的游客，其中依

然存在一些不文明现象。

图为市区鳄鱼湖景区游客攀爬雕塑。本报记者 叶竞文 摄

清明节假期，我市敬亭山风景区迎来众多游客，其中仍存

在一些不文明现象。

图为市区敬亭山景区游客攀爬雕塑。本报记者 叶竞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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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招漾轻楫，行行趋岩趾。沿

着水阳江一路向东，行至郎溪县境

内郎川河段，此刻，在水阳江中游

防洪治理工程（郎溪片段）的工地

现场，挖掘机正不停运转，工程车

往来穿梭，工人们熟练地进行各项

作业，机器轰鸣声与钢材敲击声此

起彼伏，勾勒出一幅迎春大干的施

工景象。

“眼下南丰圩下段工程，城南

站、王家渡站主体工程已基本建

成。”项目负责人介绍说，“截至目前

完成了堤防清表7.3公里，土方开挖

3.6 万立方米，土方回填 11 万立方

米，填塘固基约3万立方米。”

郎川河是水阳江最大支流，处

中游地区，流域面积达2526平方公

里，直接与南漪湖相通，来水经南漪

湖调蓄后，通过马山埠闸流入北山

河，在新河庄汇入水阳江，是该流域

防洪体系中的一支重要防线。

然而多年来，受上游山丘区洪

水快速下泄、下游长江洪水位长时

间顶托，以及河道自身整体下泄能

力不足等影响，加之水利工程防灾

体系不够完善，水阳江中游地区已成

为该县洪水蓄滞的主要场所。在

2016年和2020年两次汛期中，该流

域均遭遇暴雨洪水袭击，沿岸幸福圩

等多处圩堤发生管涌、渗漏、滑坡等

险情，沿线乡镇村组受灾严重，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水利兴，则国资其利，民赖以

安；水利废，灾祲荐至，黎庶沉沦。”

滚滚洪水一次次吞噬家园，那些伤

痛的画面深深烙在沿岸百姓的记忆

里。因而兴修水利，是保障当地民

生福祉的应有之义。

“实施这项工程的目的，就是想

彻底解决困扰沿岸居民多年的水患

问题。”郎溪县水利局副局长李祥俊

说道。

为了提高防洪标准，保障圩区

汛期安全，2021年10月28日，水阳

江中游防洪治理工程项目（郎溪片

段）建设正式启动，涉及老郎川河左

岸南丰圩、幸福圩等，治理河道总长

达 30.06 公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堤防除险加固、抛石护岸、防渗墙工

程、穿堤建筑物改造加固、涵闸拆除

复堤、白蚁防治等。初设批复概算

投资为 69080.23 万元，预计在 3 年

工期内完成全部工程建设。

按照进度表，该工程幸福圩段

2 个标段已完工，建成堤防长度

12.4 公里，年度总投资 2.95 亿元，

南丰圩段建设作业正在有序推进

中，目前已投入约 0.7 亿元，整体

工程将于 2024 年底前基本建成。

下一步，将抢抓春季晴好天气，做

一些补缺补差，赶在汛期前完成

既 定 任 务 ，为 后 续 施 工 打 好 基

础。这也意味着，到2025年主汛期

时，水阳江中游地区将具备抵御20

年一遇洪水的能力，距离“彻底解

决水患”目标也越来越近。

据了解，该工程完工后，将进一

步完善水阳江中游地区防洪治理格

局，提高整体防洪能力，有效保障沿

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工农业生产

安全，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提供有力水利支撑。

筑屏障 保安澜
——郎溪县全力推进水阳江中游防洪治理项目建设

■见习记者 严震
4月2日下午，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毕

业生就业市场里人潮涌动，2023年大中城市联

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之合肥工业大

学（宣城校区）2023年毕业生春季“双选会”拉开

帷幕。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家企业走进

校园，为应届毕业生带来了万余个岗位。

记者在招聘会现场看到，应届毕业生们拿

着精心准备的简历，在招聘单位的摊位前流连

穿梭，遇到心仪的单位递上简历，阐述自身的

能力素养和个人优势。现场还可以看到一些

非应届毕业生，他们向用人单位请教招聘条件

和用人机制，准备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弥补自身

的不足，规划未来就业蓝图。

机械工程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张雨霖一大

早就投递了多份简历，并且和招聘人员进行深

入交流。“我们专业的就业方向主要是机械制

造、设计类的企业，还是希望可以在离家近一

些的地方工作和发展。”张雨霖告诉记者，自己

有明确的就业方向，希望能够体验有挑战性的

工作，在实践中一步步成长。

来自宿迁的江苏创生源智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负责人徐雷达正在查阅学生的简历，并为

前来咨询的学生耐心地讲解公司的用人机制、

薪资结构和晋升渠道。徐雷达告诉记者，他们

公司主要做太阳能、光伏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这

次希望能够招聘到机械设计和电气设计方面的

应届毕业生，作为公司的人才梯队进行培养。谈

及对应聘毕业生的要求，徐雷达希望学生首先要

将课本上的知识学扎实，如有相关岗位的实习经

验和专业技术能力，则是求职中的加分项。

“合工大的学生很受我们江苏企业的欢

迎，我们这次拿出了最优的岗位来吸引最优的

人才，欢迎他们到江苏就业创业。”江苏省人才

流动服务中心毕业生就业工作部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江苏本身就是制造业大省，与合工大

的专业契合度很高，他们组织了来自南京、扬

州、盐城和宿迁四个城市的 56 家企业，带着

2200多个岗位参加这次“双选会”。这些企业

除了有上市公司以外，还包括了一些“专精特

新”企业和“独角兽”“瞪羚”企业，欢迎合工大的

学生来我们江苏就业。

“近年来，学校采取‘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方

式，多措并举推动大学生就业择业，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今年以来我们一共提供了1.5万余个

岗位供学生选择。”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学生

工作办公室就业科科长陈球胜告诉记者，面对

大学毕业生就业现状，学校加大了和人社部门

的合作，加强与优质企业的联系，为学生提供多

层次的就业指导和完善的就业服务。

春天里的双向奔赴
——合工大（宣城校区）春
季“双选会”侧记
■本报记者 余庆

本报讯 3 月 29 日 上

午，2023 年宣州区“新徽菜·
名徽厨”暖民心行动暨“三

公里”就业圈行业专场招聘

会在宣州区人力资源市场举

行，吸引了数百名求职者前

来参加。

当天上午 9 点，招聘会

现场人头攒动，餐饮企业的

招聘人员在现场摆起了展

台，展示着企业文化和需要

招聘的岗位。展台前，求职

者们认真地听着招聘人员的

介绍，并咨询薪资等相关事

宜。还有一些求职者带来了

自己的简历，和招聘人员面

对面沟通。

“今天的招聘会共有 34

家餐饮企业带来了 402 个就

业岗位，招聘企业从大型餐

饮集团到农家乐，进场求职

187 人，达成意向 63 人。”宣

州区人社局就业促进失业保

险科负责人侯迎春告诉记

者，本次招聘会为餐饮企业

和徽菜大厨们搭建了服务平

台 ，提 供 了 就 业 创 业 的 机

会。下一步，区人社局将紧

紧 围 绕 2023 年 度“ 新 徽

菜·名徽厨”各项工作任务

持续发力，大力开展徽菜师

傅技能培训，支持徽菜师傅

就业创业，让徽菜在传承创

新中迸发出新的活力，创造

徽菜、徽厨新时代。

（本报记者 余庆）

本报讯 日前，省应急管

理厅、省气象局、省地震局、

省消防救援总队联合发文

《关于命名 2022 年度省级综

合减灾示范社区的通知》，我

市7个社区榜上有名，分别为

广德市新杭镇金鸡笼村、绩

溪县长安镇大源村、旌德县

蔡家桥镇高溪村、泾县丁家

桥镇丁桥村、郎溪县飞鲤镇

三立村、宁国市西津街道大

村村、宁国市云梯畲族乡云

梯村。自 2019 年以来，我市

已有 20 个社区被命名为“全

省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社

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抓实抓

细创建任务，提高政治站位，

加强部门联动，强化社区防灾

减灾队伍建设，普及防灾减灾

知识，提升居民防灾减灾技

能，因地制宜打造社区创建特

色亮点。

强化责任抓落实。建立

健全工作评价及考核体系，年

初将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

工作纳入地方政府的工作考

核，采取“多年未创成扣分”和

“当年创成加分”的正反两方

面导向机制，切实将责任传导

到基层，制定工作方案，明确

时间节点，细化标准要求和工

作举措，层层压实压紧责任。

对照标准促提升。经社

区申报、县级初步遴选、市级

初选，择优推荐。对9类47项

指标进行细化，帮助社区吃透

创建标准，结合地域特点，实

施差别化特色创建。积极为

社区搭建交流平台，发挥创成

社区的示范引领和“传帮带”

作用，传授分享经验，互补共

济。采取社区自评、县级综

评，互查互评等形式，查找盲

点漏洞弱项。

做实宣传营氛围。紧扣

防灾减灾主题，精心组织主题

科普宣教活动。2022年开展

“五进”宣传活动180余次，赠

送《小学生防灾教育读本》2.3

万本，发放各类防震减灾科普

宣传册、宣传品 8 万余份，参

与有奖竞答活动1.3万人。积

极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开

展宣传活动210余场次，组织

培训演练315次。

加大激励有保障。通过

2022 年农房保险招投标形

式，建立承保保险公司与当

地创建社区帮带激励机制，

强化政策性保险资金用于基

层防灾防损投入。设置创成

奖励，明确工作经费补助，提

升社区创建热情，推动创建工

作提质增效。

（本报记者 王肖肖）

南丰圩城南站施工现场南丰圩城南站施工现场。。王寿财王寿财 摄摄

近日，宁国市中津河霞西至经开区河道整治工程（霞西段）建设正酣。据了解，宁国市中津河霞西至经开区河道整治工程是

被列入国家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实施方案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库的项目，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堤防工程、护岸建设工

程、河道清淤疏浚和局部拓宽整治工程，工程型式主要采用格宾石笼护岸、箱型砌块护岸，工程建设资金3500余万元。

本报记者 叶竞文 摄

提起剪刀，很多人脑海中都会浮

现出这样一句话：“北有王麻子，南有

张小泉”。却不知道，出自泾县丁家桥

镇后山村的“后山剪刀”也是其中翘

楚。后山剪刀中的宣纸剪，头方个大，

沉重锋利，有着“天下第一剪”的美誉。

俞宋桃是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后山剪刀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今年

59岁的他，仍然保持着每天重复起火

燃灶、捶打铁坯的习惯，一心一意将

“后山剪刀”技艺延续并发扬。

俞宋桃和剪刀结缘，还得从幼时

说起。13岁的俞宋桃在外婆的带领下

找到了他的姨夫——后山剪刀传人张

尚志，进入丁家桥乡剪刀社学习剪刀

制作。认真学习，刻苦工作的他，很快

成为车间技术骨干。

但1993年，丁家桥乡剪刀厂却因

为各种原因倒闭，工人们纷纷转行。

俞宋桃也无奈回家务农，但是他并没

有放弃后山剪刀的生产和传承，自己

在家开起了一个人的“剪刀厂”，每天

依然叮叮当当敲打着“后山剪”。

记者看到，后山剪刀，头大刃宽，

就像长着巨大喙的犀鸟一样呆萌可

爱，但使用起来却十分锋利。制作一

把剪刀需要经过裁铁、出坯、淬火、磨

口等80多道工序。俞宋桃介绍，每一

道工序都是环环相扣，必须精工细作，

最后才能打出一把合格的后山剪刀。

然而，近年来，随着大家对传统的

手工剪刀需求量的减少，后山剪刀的

销量也一路递减。生活的压力让妻子

也开始抱怨，希望俞宋桃换一个其他

的谋生路子。但俞宋桃总是坚定地

说，不能换行当，后山剪刀不能失传。

近年来，他一边顶着压力默默坚

守，一边积极创新产品。从巴掌大小

的艺术剪纸专用剪刀，到一米多长的

工业用剪刀，从刺绣专用剪刀，到宣纸

专用剪刀，目前他已经生产出40多个

不同型号的产品，并且每做完一把剪

刀，俞宋桃都不忘在上面打上钢印“后

山”二字，表明剪刀的“出身”。“当人们

看到这两个字时，就会知道后山剪刀

还没有消失，依然有人在制作。”俞宋

桃还介绍，眼下随着大家对非遗的关

注，一些年轻人也开始主动上门学习

剪刀制作技艺。现在他更想把徒弟带

好，和年轻人协力做好“后山剪刀”的

传承与创新。

俞宋桃：火花溅亮“剪刀人生”
■本报记者 刘畅

整治中津河 提升水环境

宣州区举行“新徽菜·名徽厨”
餐饮酒店专场招聘会

我市7个社区成功创建
“全省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