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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上果实累累，林下绿草茵茵。”吴志辉期盼，在山核桃种植面积达40万亩的宁国，有更多的核桃山能够
持续开展生态化治理工作。“我身后的这漫山‘绿海’一定会成为村民致富的‘金海’！”

吴志辉期许着，也将为此一直努力着……
◇本报记者 张玉荣 金婷婷 孙丽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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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冬时节，宁国市甲路镇石门村的山

核桃山上，50岁的吴志辉拿着手机拍个不

停。红果累累的南天竹，郁郁葱葱的香

榧，苍翠欲滴的桂花树，都成了他定格的

风景。

“虽然山核桃树叶落光了，但核桃山

还是绿的！”这位两鬓泛白的林业科技工

作者，领着记者在山间行走，言语里难掩

兴奋。

吴志辉，宁国市林业事业发展中心

副主任。在村里，很多人更爱叫他“吴

教授”。

吴教授的兴奋自有缘由——因为，这

片“绿海”来得并不容易，是他带领当地林

农努力了近10年的结果。

故事还要从20多年前讲起。

1996年，23岁的吴志辉从安徽农业大

学毕业，被分配到宁国市林业局工作。

在这个被誉为“中国山核桃之乡”的

地方，他第一次看到漫山遍野的山核桃

树，就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一年，宁国山核桃种植面积 18.67

万亩，年均产量却不到1000吨。细心的吴

志辉发现，虽然宁国山核桃种植历史悠

久，但由于管理不科学，山核桃树的病虫

害多且严重。“我要做点什么！”他暗暗在

心底下定决心。

说干就干。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吴志

辉跑遍了宁国产区的180多个山核桃种植

地，开展实地调查。最惊险的一次，他一

脚踩空，从10余米的山坡上滚了下来，所

幸人无大碍。

凭着一股子韧劲，吴志辉找到了影响

山核桃产量的主要病虫害花蕾蛆、溃疡

病的最佳防治办法，摸索出一整套山核

桃病虫害轻简化防治技术，并在全国产区

推广。

大量的调查研究，也让他找到了当地

山核桃树病虫害产生的根本原因——生

态系统退化。

“过去，林农种植山核桃始终延续粗

放的生产方式，普遍使用除草剂，不仅林

下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还导致

山地生态系统结构失去平衡，继而造成山

核桃树抗性下降，极易遭受病虫危害。”吴

志辉说。

他还记得，10多年前的冬天，他站在

“中国山核桃第一村”宁国市南极乡梅村

村的最高点，俯视那里的核桃山，映在他

眼里的是一片凄凉，树上叶子落了，林下

光秃秃一片。

“核桃山不应该是荒凉灰暗的。”吴志

辉斩钉截铁：一定要带领林农开展山核桃

林下生态系统修复，从根本上防止病虫害

的发生！

在他的技术主导下，2010 年初，宁国

市在全国山核桃产区率先实施生态修复

与重建工程，号召禁用除草剂，推广使用

割灌机，积极引种适宜林下种植的草本

植物。

石门村的林农程来平就是在这时候

找到吴教授的。当年，他家400多棵30年

树龄的山核桃树突然就不发芽了，他到宁

国市林业局求助，吴志辉告诉他：这是因

为土壤被破坏了，如果不采取修复措施，

会有更多的山核桃树死去。

程来平听取吴志辉的建议，停用了

除草剂，种上了黄精等林下作物，挂上了

频振式杀虫灯，用上了生物农药，对山场

进行生态修复。几年过去，程来平的山

核桃退化和病虫害情况得到有效控制，

产量连年增收。

程来平家山核桃林的变化，让他成了

当地的种植示范户。全村民组的人自发

地在“实施山核桃林彻底禁用除草剂的承

诺书”上按下红手印，并像程来平一样开

始了林下生态系统恢复。

“光给老百姓讲生态保护、病虫害滋

生原理等大道理是不行的，要让老百姓

看到实实在在的效益。”吴志辉很高兴，

因为典型的带动，让老百姓发自内心认

同生态修复。

在林业部门和当地林农的共同努

力下，2021 年，石门村山脚下组的山核

桃种植基地，成为宣城市级退化林修复

示范片区。

20 多年来，吴志辉始终扎根一线、服

务林农，在山核桃有害生物可持续控制研

究、生态修复技术等领域取得国内领先研

究成果的他，先后荣获“安徽青年科技奖”

“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先进个人”“全国

林业系统先进工作者”等多项荣誉称号。

面对荣誉，吴志辉表示，自己只是专

注一点，从事的时间长一点。大家更应该

关注的是，山核桃产业仍然存在很多问

题，路还很长。

“树上果实累累，林下绿草茵茵。”吴

志辉期盼，在山核桃种植面积达40万亩的

宁国，有更多的核桃山能够持续开展生态

化治理工作。“我身后的这漫山‘绿海’一

定会成为村民致富的‘金海’！”

吴教授期许着，也将为此一直努力着。

最近一段时间，合工大宣

城校区、宣城职业技术学院的

应届大学生们收到了一份贴心

的“人才礼包”。不少学生，都

把这份礼包当成眼下最实用的

“宝贝”，捧在手里看。

什 么 样 的 礼 包 ，这 么 受

欢迎？

记者看到，组合礼包装在

蓝色手提袋中。分别是：“宣城

市重点人才需求”、“政聘企用”

人才需求、重点企业技术需求

手册、“宣十条”政策宣传手册、

“2+3+4”产业链介绍手册、稳就

业政策手册、宣城景区宣传手

册，以及一张免费的景区门票。

几本手册，每一册都能看

出宣城的特别用心。

从内容来看，所有手册内

容“精炼浓缩”。针对大学生关

心的就业问题，手册里把我市

目前重点企业人才需求的岗

位、工种、薪资待遇、工作时限

等有关信息写得十分清楚，应

届毕业生想获得好工作，基本

翻看手册，就能对所有岗位要

求心中有数。对“2+3+4”产业

链介绍和各个开发园区的介

绍，简明扼要，方便学生了解我

市优势产业，让学生求职新能

源、汽车零部件制造等热门行

业“不走弯路”。

从实用性来看，为了方便

人才“对号入座”，手册“干货满

满”。围绕人才关心关切的住

房、医疗、子女教育、项目研发、

成果转化、融资扶持等问题，手

册分类分层列出政策举措，方

便人才“拿来直接用”，做到了

让人才只需看一个手册便能了

解宣城全部人才政策。

从 服 务 性 来 看 ，为 大 学

生免费赠送我市部分景点门

票 ，方 便 学 生 了 解 宣 城 历 史

文化，实地感受“宣纸上的山

水画卷”。

这样一份人才手册礼包，

受到了大批学生的欢迎。“一

目了然，我对照自身条件，逐

字逐项查看自己能享受到哪

些人才安居、就业创业政策。”

合工大宣城校区学生杨启帆

表示，自己和同学们这几天都

在仔细“研究”手册，目前已经

在里面找到了几个心仪岗位，

准备近期就和企业沟通联系，

争取毕业后留在宣城，做宣城

“合伙人”。

冬日，在泾县黄村镇综治中

心，记者遇到了一位老人，他个

头不高、头发花白，被群众称为

身边的“和事佬”。他是黄村村

一名退休“老书记”——黄寿海，

于 2016 年 5 月被泾县司法局聘

为专职人民调解员。

2014 年，从村书记岗位上

退休后，黄寿海在家休息了一年

时间，“干了一辈子的基层工作，

突然闲下来，总是感觉浑身不得

劲，参加乡镇矛盾纠纷调解工作

能发挥点余热，很好。”黄寿海告

诉记者，他在乡镇的矛盾纠纷调

解工作中，通过人民调解与行政

调解相互配合协调的方式，努力

化解群众间的矛盾纠纷。

从事调解工作以来，黄寿海

每天奔走在田间地头、街头巷

尾，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员的职责

作用，通过疏导说服来定纷止

争，把矛盾苗头消灭在基层，化

解在萌芽状态，经手调处纠纷

100 余起，并获得“全市优秀调

解工作者”称号。

无独有偶。与黄寿海扎根

基层、调处纠纷的行为相似的

是，桃花潭镇在标准化调委会建

设的同时，设立了6个百姓评理

说事点，并通过建立和落实民间

纠纷定期集中排查调解制度，扎

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调解成功率均在98%以上，其中

“满孙公祠”百姓评理说事点被

评为市级优秀“百姓说事点”，该

评理说事点信息员也在任期内

被市政法委评为先进个人。

同样，丁家桥镇不断加强人

民调解员队伍建设，调整充实人

民调解员 45 人，实现镇村人民

调解组织全覆盖，建立了两个

“百姓说事点”，通过政治理论和

业务培训、观摩庭审过程、现场

指导调解、相互交流学习等方

式，提高人民调解员队伍的法律

知识水平和实战能力。同时扎

实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定期排查

化解矛盾纠纷，坚持人民调解与

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

大调解工作机制，快速高效地化

解各类矛盾纠纷。

目前，丁家桥镇调结各类矛

盾纠纷 126 件，调处成功率达

100%，当事人满意率100%，握手

言和率100%。一桩桩一件件纠

纷的成功化解，赢得了老百姓的

信任和广泛认可，让“有纠纷找

调解”的理念深入人心，有效地

维护了社会稳定。

这些都是泾县擦亮“握手

言和”调解品牌的具体体现。

去年以来，泾县坚持和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结合徽文化

“和谐、善治、功效”关键词，印

发系列文件，全面推广“握手

言和”调解模式。为把矛盾纠

纷解决在第一线，泾县还结合

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等特色，将

桃花潭镇诗歌文化中的友谊

观 、云 岭 镇 新 四 军 的 坚 毅 品

质、蔡村镇竹文化的高洁品格

等融入到调解品牌建设之中，

在提升调解工作影响力的同

时，宣传了地方特色，打造特

色化“握手言和”泾县样板。

为确保“握手言和”调解品

牌落地生根，泾县常态化开展调

解员集中培训，精心选树、宣传

先进典型，积极开展人民调解员

评先评优活动，发挥获评调解组

织、调解员的集中模范作用，通

过调解能手的传帮带作用，打造

做得好、信得过、叫得响的调解

品牌。目前，泾县完成 11 个乡

镇“握手言和”调解品牌创建工

作，实现全县所有乡镇品牌调解

室全覆盖，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

2537件，成功率99.17%。

冬日的宣城，寒气虽然逼人，但内心的温暖

如春。

1月2日，家住宣州区鳄城花园小区的付大姐，

简单吃过早餐，便穿上志愿者红马甲，早早来到城

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驿站，和其他志愿

者一起投入到志愿服务中去。这样的场景，每周二

的上午都会上演，付大姐已经坚持了两年多。

付大姐本名叫付金凤，1964年出生，今年正好

60周岁，她是宣州区鳌峰街道办事处城南社区“姐

妹同心”志愿服务队队长、城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驿站站长。无论社区的大事小情，她总

能“挺身而出”为民服务。

上午 9 点不到，驿站前颇为热闹，3 张桌子拼

成的长桌前围满了人，人群中不时爆发出一阵阵

欢笑声。

“买完菜，到这里免费理个发、量个血压，再把

家里生锈的剪刀拿过来磨下，一上午安排得满满当

当。”家住鳄城花园小区的张大爷对驿站满意得很！

驿站大约30多平方米，2021年9月，在宣州区

委宣传部（文明办）的帮助下挂牌成立。驿站面积

不大，布置得却很温馨。沙发、桌椅、药箱等便民设

施应有尽有。

每周二上午，付金凤和队友们都会准时守候在

驿站，为小区居民提供义务理发、免费缝补、健康体

检、小家电维修等便民服务，打造15分钟便民服务

圈。其他时间，付金凤带领队友们常态化开展文明

创建、治安巡逻、情暖万家等志愿服务项目。

“我从2011年就开始做公益了，帮助他人的同

时又充实了自己，我觉得很有意义。”面对记者的询

问，付金凤笑脸回应。

一个人的公益带来一群人的响应。2014年，付

金凤把鳄城花园小区附近一群热衷服务居民、甘于

无私奉献的姐妹们组织在一起，成立了“姐妹同心”

志愿服务队。

服务队虽然队名叫“姐妹同心”，但男同胞们也

不少。

“喏！那个磨剪子的李道龙，他还兼着剪头发

的活儿。”“旁边拍照的是胡老师，人长得高高大大，

干起活来毫不含糊，在我们队那可是‘全能人才’。”

“我们这还有个叫汪宝荣的，在工作中能够独当一

面。”提起男队员，付金凤止不住地夸赞。

男队员挑重担，女队员也毫不逊色，同她们的

“头儿”付金凤一样，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干起事来

利利索索。这不，说话间，她们就将棉被扛上肩，米

油拎在手了。

日前，付金凤和队员们去的这户人家，老人身

患多种疾病，家里有个20多岁的智障孙女，儿子外

出打工了，只有儿媳妇在家照顾。看到付大姐，一

家人很是欢喜，孙女抱着付金凤特意买给她的棉

被，兴奋地跟妈妈说着上面的图案。

类似这样的志愿活动，在城南社区时有发生。

除了每周二固定开展志愿服务，“姐妹同心”服务队

结对帮扶了6名困难儿童，节假日前去慰问。队员

们还定期走进敬老院、社区空巢老人家里，帮助他

们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2021 年 9 月 17 日，市公安局宣州分局鳌峰派

出所依托“姐妹同心”志愿服务队，在鳄城花园小

区内成立了全市首家义警工作站，队员们积极协

助开展矛盾调处、噪音整治、防范宣传、巡防联动等

工作。该工作站因工作突出，2023年6月，被市委平安

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授予“优秀义警组织”称号。

10余年来，付金凤带领队员们用一举一动诠释

着向善的力量，用一点一滴折射着城市的文明。“一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团队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和

队员们会一如既往地将‘温暖星期二’坚持办下去，

不断弘扬正能量，让更多需要帮助的老人和困难群

体得到关爱和帮助。”付金凤说。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付金凤和她的付金凤和她的““温暖星期二温暖星期二””
◇本报记者 蒋华 文/图

吴志辉种在家门口的山核桃树吴志辉种在家门口的山核桃树。。

吴志辉和林农在核桃山上。 每一片绿色都是吴志辉眼中的风景每一片绿色都是吴志辉眼中的风景。。

大学生们拿到了“人才礼包”。

我市给大学生
赠送免费“人才礼包”
◇本报记者 刘畅 文/图

泾县：
“握手言和”促进大和谐

◇本报记者 王肖肖

付金凤荣获宣州区第七届道德模范。

为帮扶的百岁老人张玉兰过生日。

周二便民服务为小区老人量血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