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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正是收获的时节。9 月 28 日上

午，走进宣州区黄渡乡的一处稻田，只见一

株株颗粒饱满的稻穗正迎风摇曳，洋溢着收

获的喜悦。宣州区2023年三秋农机化生产

现场会暨水稻机收减损大比武活动在这里

拉开序幕。

本次大比武分理论培训和技能实操两

轮进行，汇聚了来自宣州区各乡镇的农机干

部及种粮大户，其中4名参赛机手将在这里

竞争角逐、一决高下。

实操比赛进行前，参赛机手就机收减损

技术、新技术新产品新机具“三新”技术集中

开展了相关培训。“新时代农业技能人才更

要理论、实操‘两手硬’，用理论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宣州区农机局局长李若清说道。

上午 10 时，比武正式进入实操竞赛

环节。

“今天的比武咱不比谁收得快，只比谁

收得好……”

“啥算收得好？”

“就是损失率低，比谁丢失得最少！”

只见起点处，4台同型号的收割机一字

排开，4 名机手有序登上农机，经过一番调

试、适应后依次下田，整装待命。

“开始！”随着裁判员的一声令下，现场

顿时轰鸣声四起，农机手们驾驶着收割机在

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气

呵成，成片的水稻被快速运转的拨禾轮“吞”

进去，秸秆碎屑从机器尾部喷出，随风而去，

收割好的稻谷便如金色的瀑布一般纷纷“收

入囊中”，后面只留下了一行行整齐的稻茬。

农机手操作完毕，工作人员立马来到地

里，他们用一个 2 米长、1 米宽的钢框，随机

卡在刚收割完的地上。“我们要把区域内掉

落的稻谷捡出来称重，再根据平均亩产，以

此计算出损失率。”裁判员冷长峰蹲在地里，

抓起稻茬间的秸秆碎屑，一颗一颗寻找着漏

掉的稻谷。

很快，撒落的稻谷被一一送来称重，数

据立即出炉。经过收割作业效率、割茬高

度、稻谷损失率等方面的综合评分，来自黄

渡乡的机手张友明获得本次比武的一等奖。

“这次比武，不仅是提升自己的操作技

能，还借此机会让广大农机手、普通老百姓

意识到收获减损的重要性。”张友明告诉记

者，损耗的造成有多方面原因，因此农机手

要结合自身喂入量、水稻产量、自然高度、干

湿程度等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作业速度，达

成效率与减损的平衡。

“我今天是来观摩比赛的，感谢能有这

样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和这些高手交流学

习、共同提高!”来自沈村镇的陈宝说道，今天

的比赛也让他认识到专业化、标准化农机操

作的重要性，今后将继续加强学习认识，做

到机收减损、颗粒归仓。

宣州区农机局高级工程师杨春国是此

次大比武的技术专家。他告诉记者，根据

水稻联合收割机技术参数规定，机收水稻

损失率一般控制在 2.8%。“机收环节减损，

主要看农机质量和农机手的操作技术，二

者缺一不可。”

减损的效果有多大？据介绍，通过一系

列减损措施，按照整个宣州区 93.27 万亩水

稻计算，机收损失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可以

节约粮食超过375万公斤，机收减损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

减损就是增产，降耗就是增收。李若清

表示，本次大比武活动旨在加强对于机收减

损措施的宣传力度，以提升广大农机手的技

能水平，快速普及和应用机收减损技术，从

而进一步提高收获质量，降低损耗率，以实

现粮食产量的提升和颗粒的完整归仓。

机收大比武 减损论英雄
——宣州区2023年水稻机收减损大比武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严震 文/图

泾县讯 在万家团聚、欢度国庆

的欢声笑语中，有这样一群人特别引人

注目，他们是在校大学生、村居干部群

众、企业工人及机关事业单位职工……

他们自发齐聚在泾县爱心献血屋撸起

袖子捐献热血，以献血救人的实际行

动为祖国母亲庆生，为国旗增添色

彩，他们是国庆节日泾县街头最靓丽

的风景。

安徽医科大学在校大学生华敏，

早早地来到了献血屋，她深情地说：“我

今天是第三次参与无偿献血，第一次献

血是参加完高考后，在妈妈的带动鼓励

下勇敢的走进了献血屋，我妈妈也累计

献血2500毫升了。今后，我每年回家

献一次血回报家乡，回报社会。”

泾川镇城北社区居民沈小荣，累

计献血14次献血量3700毫升，由于水

果店生意繁忙早上来不及吃早饭，她

一边匆忙地填写献血信息登记表，一

边狼吞虎咽吃大馍的样子，感动了在

场所有人。她忙于为生活打拼，却依

然不忘用爱心回馈社会。

安徽皖南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员工

万义星，不仅做着平凡的工作，在车间

劳动服务社会，还用自己的热血温暖了

一个又一个的生命。“我是一名普通工

人，已参加献血25次，加上今天献出的

400毫升已累计献血9400毫升了。我

目前身体很棒，要一直坚持献血，尽自

己的一点微薄之力奉献社会。”

泾县马头国有林场职工冯云宽，

今年55周岁，从2003年4月开始第一

次献血，迄今为止已经坚持了21年，共

献血27次，献血量达10200毫升。他的

口头禅是“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

黄村镇卫生院院长佘建国，截至

目前已献血 19 次，献血量达 6600 毫

升。“今天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天，作为

一名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是我们的

天职，无偿献血我们义不容辞。”

一袋袋热血，一张张笑脸，一本本

无偿献血证上记录着满满的正能量。

前来献血的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参与

此次活动既能够奉献爱心、帮助他人，

也愉悦自己的身心，是一件非常有意

义的事，今后还会继续参加献血活动，

将爱心传递下去。

国庆假期，全县共有77名爱心人

士参加无偿献血，捐献全血达 2.9 万

毫升。 （吴申生）

泾县街头最靓丽的风景——

众人无偿献血为祖国庆生

户外露营，随手

带走垃圾，还绿地一

片整洁；景区游玩，

爱护公共设施、遵守

公共秩序已经成为

大家最基本的行为

准则；外出就餐，公

筷成为酒店标配，

“光盘行动”人人都

在践行……今年中

秋、国庆长假期间，

记者走访我市旅游

市场看到，市民出游

热情高涨，文明旅游

蔚然成风，出游环境

和谐文明。

“风景比想象秀

美，文明比风光难

忘”“爱护环境，有你

有我有他；文明旅

游，利己利国利民”

“文明有约，魅力无

限”“从我做起，旅游

文明”10 月 1 日，在

旌德县路西风景区，

记者看到游玩安全

提醒牌、文明提示标

语随处可见，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在景区内开展

文明旅游宣传、旅游咨询、文明劝导、维护秩序等

志愿服务，整个景区文明气息浓厚。

假期游客如织，但热闹非凡的景区始终保持

环境整洁干净。“现在游客很少有乱扔垃圾的现

象，我们工作轻松不少。”该景区环卫工人张田有

感而发。“旅游外出随身带一个垃圾袋是多年的习

惯，垃圾不落地，是游客应该做的，而且也能给孩

子树立一个好榜样！”游客赵州把香蕉皮、果核、

矿泉水瓶分类好后，扔进垃圾桶，并一边教育孩

子不要乱扔垃圾，传递环保理念。

10月3日，在市区老北门夜市，记者看到这

里人声鼎沸，香气扑鼻。游客们穿梭于热闹的美

食摊位间，孩子们在游乐区开心玩耍。各个特色美

食摊位前，市民和游客都自觉排队。整体来看，虽

然打包的食客偏多，但是整个夜市十分整洁，大家

都自觉做到将垃圾带走或扔到垃圾桶里。到了深

夜12点，各摊主陆陆续续收摊打烊。摊主张瑞瑞

告诉记者说：“游客自觉维护夜市环境，我们更不

能掉链子，营业时坚决诚信经营、文明待客，收摊

时都会把路面打扫一番，收集的垃圾统一集中

处理，做到地面不留任何油污。”

10月4日，在市区韩愈文化园，记者看到公

园风景宜人，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休闲

玩耍。在河道旁、廊桥上，拍照的人数较多时，大

家会主动等候，经过他人镜头前或等待或弯腰快

速通过，尽量不影响对方拍照或通行。“每逢节假

日，我们全家都会选择到市内的景区走一走。现

在各大景区景点配套设施更加完善了，服务态度

也越来越好。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在默默践

行文明出游理念。”市民胡春霞说。

记者了解到，为确保中秋、国庆期间我市旅

游市场安全，我市在中秋国庆假期前对全市景

区市场秩序进行节前大排查、大整治，开展了节

前安全生产检查，开展了市场秩序整顿规范专项

行动，并对发现问题建立整改台账，责令节前整

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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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这根立杆要摆正位置！”“这几个扣件

还得再拧紧点！”“这个位置还要加固一下！”9月28日

下午，2023年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架子工“徽匠”职

业技能竞赛宣城选拔赛正式拉开帷幕。

该项赛事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办，各县市

区、宣城现代服务业产业园区、市直有关企业共选送

了12支队伍、36名选手参加了选拔竞赛。

参赛选手中既有从事该工种二三十年、经验丰富

的“老师傅”，也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精英。只

听裁判长发出“比赛开始”号令后，各代表队迅速投入

到紧张的比赛中去，放样弹线、水平测量、竖立杆、架

横杆、扣扣件……大家仔细观察、严格测量，有条不紊

地搭建着脚手架，充分展现出我市建筑业一线作业

人员的良好业务技能和高素质职业风采。据了解，

在赛场上，搭设速度、完成程度、搭设精度等，都会

被一一进行评比。

据市住建局质监站站长赵辉介绍，脚手架搭设看

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这项工作是对每一队选手操作

性、实用性的考验。建筑架子工具有专业性强、施工

作业危险性较大的特点，被住建部列为建筑行业的特

殊工种。每一名架子工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考核，

才能持证上岗。近年来，我市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城

市面貌日新月异，施工工艺精益求精，每一栋建筑都

是架子工用双手和汗水搭建起来的“稳稳的安全”。

他们搭设不仅是一个个护栏，而是守护着无数建筑工

人的安全线和万家团圆。

据了解，本次竞赛将产生若干优胜队伍，并择优

选送参加全省职业技能决赛。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全

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架子工“徽匠”职业技能竞赛，将

于10月27－28日在我市举行。

（唐文珊 本报记者 余健 文/图）

脚手架上“一较高下”

我市举办住建系统架子工
“徽匠”职业技能竞赛

日前，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东方印”杯——庆祝

宣城市青年书法家协会成立10周年暨第三届青年书

法展在市图书馆开幕。此次展览共展出作品88幅，吸

引了大量书法爱好者前来观看。

本报记者 叶竞文 摄

我市持续推进“天地图·宣城”
平台数据更新工作

本报讯 为进一步深化我市地理信息公共服务

平台（天地图·宣城）的建设与应用，向社会提供更优

质、便捷的公共地理信息服务，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

“天地图·宣城”平台建设，目前该平台已进入规范化

运行阶段，在线数据服务、平台功能和应用覆盖度等

方面有了明显提升。

“天地图”是基础性、公益性、服务性、保障性地理

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是向社会提供基础地理信息公共

服务、实现空间地理信息数据资源开放共享的窗口，

既为自然资源管理业务提供空间地理信息支撑，又为

全社会提供基础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天地图·宣城”

数据的不断更新与建设，有利于促进我市地理信息资

源共享和高效利用，提高测绘地理信息公共服务能力

和水平，更好地满足我市各界信息化建设的需要，为

广大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方便。

据了解，自2019年安徽省自然资源厅推行“天地

图”一体化建设以来，为不断提升我市“天地图”服务能

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持续深化2023年宣城市级地

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数据更新工作，依据《地理信息公

共服务平台管理办法》和《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2023年综合评估工作的通知》

要求，陆续开展数据更新、运行维护与一体化建设、目

录服务、宣传应用和特色工作等5个方面工作。

目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完成高分辨率遥感

数据更新、在线数据联动更新（包含本地医疗、教育专

题兴趣点数据更新）、统一门户规范运行等工作，广大

市民可以登录“天地图·宣城”门户网站，进行相关数

据下载和服务接口对接等工作。

（龚飞 本报记者 蒋华）

机收比武现场机收比武现场。。

“噼啪噼啪……”9 月 29 日是传

统佳节中秋节，一大早，70 岁的老赵

就点起了鞭炮，喜庆的响声唤醒了整

座村庄。

老赵名叫赵军，是宁国市霞西镇

石河村村民，今天对他来说有着特别

的意义——他终于搬进了新家！“和老

房子比，新房子又宽敞又明亮，很舒

服！”老赵说完，笑容铺满了脸庞。

贴福字，挂灯笼……老赵的家人

们也都忙活了起来，热闹的氛围跟过

年一样。“新房子要有新气象，在中秋

节搬家喜上加喜。”老赵的老伴、67岁

的刘会玲也是满面春风。

从老房子搬进新房子，老赵的选

择，与落户霞西镇的一个大项目——

宁国抽水蓄能电站密不可分。

据了解，宁国抽水蓄能电站是国

家 抽 水 蓄 能 中 长 期 发 展 规 划

（2021-2035年）“十四五”重点实施项

目，工程总投资约78亿元。电站为日

调节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20万

千瓦，年发电量12亿千瓦时，年抽水电

量16亿千瓦时。建成投产后，将承担

华东电网电力系统的调峰、填谷、储能、

调频、调相及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

由于要为项目建设“让路”，包括

老赵在内的89户村民成了移民。

“安置区配套基础设施工程项目

是宁国抽水蓄能电站配套工程项目，

主要用于电站移民安置。项目位于霞

西镇石河村大舍组，规划用地面积约

48.72亩，建成后共安置人口325人。”

霞西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当地政府的安排下，老赵选择

了集中安置，在大舍安置区购买了宅

基地，准备建新房。

2022 年10月1日，房屋的地基正

式动工。为了尽快住进新房，老赵一

家人齐上阵。“我原来在南京跑物流，

后来把车子卖了，把心思都放在了建

房上。”老赵的儿子赵勇说。

历经一年时间，崭新的二层小楼

拔地而起。老赵高兴地带着记者参观

了他的新家。“二楼有五六个卧室，房屋

总面积达430平方米，房间的挑高也很

高。”他滔滔不绝，言语间透着欣喜。更

让一家人高兴的是，以往从集镇回家至

少需要1个小时车程，现在到新房仅需

20分钟，生活上便利了许多。

虽然搬到了新房子，但一闲下来，

老赵也忍不住回忆起了以前老屋的样

子。去年10月27日，记者曾前往他的

家里，见证了他们在老屋里收拾整理

的场景。“真快啊！一晃眼，一年就过

去了。”老赵喃喃道，语气里忽而有些

感伤。

节日的喜庆氛围让老赵很快回过

了神来。中秋国庆假期已经开启，儿

子、女儿带着外孙和外孙女回来了，原

本有些冷清的房间里充满了喜气洋洋

的欢笑声。“这个假期特别难忘，在新

房子里过中秋、迎国庆，幸福感满满！”

老赵说。

“来，大家在一起照张相吧！”听到

记者的提议，老赵一家人站到了新房

子前，大家挥舞着国旗、提着灯笼，照

了在新房的第一张合影，他们所站的

位置跟一年前照片里的一样……

搬进新房过中秋搬进新房过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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