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徐 建
本报通讯员 赵玲玲

眼下，东至县香隅镇 3 万亩中稻陆

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当地农户的各类农

机齐上阵，按下秋收“快进键”。

香隅镇地处长江之滨，因其为香山

一隅，所产稻米香甜可口而得名。

“今年，我的家庭农场种了 1000 多

亩中稻。在农业部门指导下，精选品种、

精心育秧、科学除虫，种植的水稻颗粒饱

满，亩产均超 1500 斤。”种粮大户王保虎

开心地说，现在农业机械收割效率高、成

本低，稻子收完就能直接用运粮车运到

收购点，省工省时，有利于抢播冬油菜。

“ 今 年 ，香 隅 镇 水 稻 种 植 面 积 共

6.1 万余亩，在机耕时使用旋耕机翻土

作业，机播时采取复合播种机播种，采

用无人机开展病虫害防治作业，机收时

使用联合收割机等进行收割，实现机器

收割率 100%。”香隅镇农机站负责人陶

运强告诉记者，机械化的推广，不仅让

农民告别了费时费力的传统收割模式，

而且秸秆打碎还田既保护环境，又增加

了土地肥力。

近年来，香隅镇大力推广水稻机械

化生产和种植新技术 ，实现了水稻育

苗、耕种、田间管理再到收割、秸秆回收

的全过程机械化作业。

“在已经收割完的稻田里，我们采

用机旋翻地并播种冬油菜实施‘稻油’

轮作，既可以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

肥力、减轻病虫害，还可以带动当地油

菜 产 业 和‘ 赏 花 经 济 ’，发 展 乡 村 旅

游。”陶运强说。

收割播种收割播种
全机械化全机械化

◀ 近日，在五河县头铺镇屈台

村高标准农田生产基地，农机手

们驾驶农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翻

耕土地，开展小麦播种工作。据

悉，该县今年播种冬季小麦面积

为 110 万亩，目前已经完成播种

任务 49万亩。

本报通讯员 李向前 摄

▲ 近日，枞阳县汤沟镇高标准

农田里，农民们正在收获水稻 。

近年来，枞阳县通过土地流转将

低产田改造成集中连片、设施完

善的高标准农田，实现旱涝保收、

高产稳产目标。

本报通讯员 王章志 吴继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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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党员、退休

干部、淮南市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

主席洪祖荣同志，因病于 2023 年 11

月 1日在淮南逝世，享年 84岁。

洪祖荣同志，1939 年 11 月出生，

安徽寿县人，1964 年 8 月参加工作，

1966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

淮南市商业局食品公司办事员，市

革委会办事员，市委组织部办事员、

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市委常委、组

织部长，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

党组书记。2003 年 11 月退休，正地

（市）级。

洪祖荣同志遗体定于 2023 年 11

月 3日在淮南市殡仪馆火化。

洪祖荣同志逝世

■ 本报记者 柏 松

“看到危急重症患者转危为安，听到

藏族同胞真挚的感谢，我的内心感到无

比温暖，也更加坚定了我继续扎根雪域、

奉献高原的决心。”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医

师王凯说。

近日，王凯作为安徽省第八批“组团

式”援藏医疗队队员，在圆满完成一年援

藏工作任务后，主动请缨继续留下，加入

第九批援藏医疗队，用“医者仁心”守护

藏族同胞的健康。

2022 年 8 月 ，王 凯 奔 赴 雪 域 高 原 。

他克服了高原缺氧带来的头痛、胸闷、气

喘、失眠等种种困难，投入到山南市人民

医院急诊医学科（山南市急救中心）的工

作中。

“山南市为西藏高海拔地区，因道路

交通复杂、交通不便，急救转运时间长，

急危重症抢救难度大，这就需要我们

应对各种医疗挑战，确保患者得到更

快更好的救治。”王凯告诉记者，一次，

患者卓玛在措美县山区遭遇车祸，出

现创伤性休克，山南市急救中心接到

电话后，迅速安排王凯和他的同事赶

赴现场。出事地点距离医院 200 多公

里，山路崎岖，王凯在车里被颠得晕

车、呕吐。接到患者赶回医院途中，王

凯和同事们对患者实施急救，因处置

及时，卓玛转危为安。

在山南市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王凯

积极运用各种急救医疗应用新技术，成功

救治了很多患者。

“一年时间太短了，还有好多事情没

做完，山南市 120 急救指挥中心正在筹建，

三级医院复审在即……”在一年援藏期即

将结束之际，王凯主动报名参加下一批安

徽省援藏医疗队，继续投身于援藏帮扶工

作中。

雪域高原守护健康
■ 本报记者 张敬波

本报通讯员 张琪琪

10 月的宣城市宣州区养贤乡，“文

化夜”点亮了乡村的文化生活。在有

着“养老福地，贤孝之乡”美誉的养贤

乡仁义社区孝贤文化广场，歌声飞扬、

舞姿翩跹，这里，举行了“和美乡村·家

门口的村晚”文艺演出。

“我们养贤历史悠久，‘孝’‘贤’文

化底蕴深厚……”活动中，主持人引经

据典道出“孝义养贤”主题。开场舞

《花开中国》拉开了演出序幕，点燃观

众热情。京腔歌曲《中国脊梁》、相声

《礼仪漫谈》、配乐诗朗诵《让宣州精神

之花绽放》、花鼓戏联唱《山水诗乡唱

和谐》、三句半《和美乡村听我说》等原

汁原味、饱含乡情的节目相继登台，现

场不时传来阵阵喝彩声。

宣 州 本 土 潮 汐 乐 队 带 来 的 歌 曲

《飞得更高》，通过激扬的曲调、高昂

的声音唱出了宣州人自信自强的底

色 、勇 毅 前 行 的 决 心 。“ 非 常 荣 幸 为

大家表演，氛围很好，在观众的热情

要 求 下 我 们 还 加 唱 了 一 首 ，很 尽

兴 。”表 演 结 束 后 ，潮 汐 乐 队 队 长 王

起林激动地说。

“哪 位 观 众 能 站 起 来 告 诉 大 家 ，

‘宣州精神’是什么？”“我知道，我知

道！”节目间隙穿插抢答互动环节，大

家你争我抢参与答题，在享受视听盛

宴的同时，也让文化知识入脑入心。

台上演员竭尽全力，台下观众如

痴如醉。“这场晚会我期待很久了，今

天晚上特别热闹，我们吃过晚饭就赶

过来了，演出真不错！”宝圩村村民方

守功乐呵呵地说。

伴随着压轴节目《最忆江南是宣

州》的优美旋律，晚会在群众的掌声和

欢笑声中圆满落幕。

“养贤乡是孝贤文化传承久远的

地方，我们将以文化振兴为依托，不断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把文化惠民的好

事办进群众心坎儿里，努力打造更加

美好的宜居宜业新养贤。”养贤乡副乡

长吕锡刚表示。

一台“村晚”唱和美

■ 本报记者 刘 洋

近日，记者来到铜陵市铜官区天

井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听到社区老

年学校里传出婉转悠扬的葫芦丝乐

曲声。

“上午有 3 个班级同时上课，除去

3 楼的葫芦丝演奏班、绘画班，4 楼还

有舞蹈班。”天井湖社区党委委员陈红

告诉记者，今年秋季，老年学校结合居

民需求开展课程定制，共计开设了葫

芦丝、模特、二胡等 9 个班级，周一到

周五每天都上课。

绘画班 78 岁的黄桂芳正在跟着

老师学画牡丹，不一会，一幅鲜艳的牡

丹花“绽放”了。“我从小就喜欢画画，

但是没条件学。现在社区有了老年学

校，还有专业老师教学，圆了我的学画

梦。”获得老师“画得不错”的评价，让

黄桂芳有了满满的成就感。

为满足“老有所学”需求，天井湖

社区整合资源，在开设 9 个教学班的

基础上引入市老年大学、市文化馆优

秀师资力量，利用名师授课来提升课

程品质，吸引了社区以及周边社区居

民报名参学。

“我们积极创新教学方式，推出了

‘线上’教学资源，目前‘线上+线下’

学员超过了 600 人。”陈红介绍，社区

老年学校还将课堂学习和实践活动相

结合，引导各班级开展展演、比赛和志

愿服务等形式的教学活动，让老年学

员更有参与感、获得感。

“老 有 所 学 ”暖 民 心 行 动 开 展 以

来，铜官区围绕让老年人“学得了”“学

得好”目标，不断优化城市老年学校资

源供给结构，以发展社区、农村老年教

育为重点，推动老年教育资源向社区、

村庄和养老机构等倾斜延伸；同时，用

好社区邻里中心、乡村文化活动中心、

农家书屋、文化礼堂等平台资源，通过

改建、扩容、新设等方式，不断改善老

年学校办学条件，将老年学校办到社

区、把更多优质课程资源送到老年人

家门口，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样化、便

捷化、个性化学习需求。

截至目前，铜官区已设立 46 所老

年学校、16 个教学点，构建起区、镇（社

区）、村三级老年教育服务网络，今年

以 来 ，已 开 展 课 程 学 习 活 动 5000 多

次 ，参 与 学 习 教 育 活 动 的 老 年 人 达

1.95万。

老年人家门口上“大学”

■ 本报记者 徐 建
本报通讯员 丁满莲

“骨折术后恢复得很好，螺钉可以

取 出 来 了 ，我 给 您 预 约 床 位 和 手 术 时

间。”近日，在东至县总医院中医院院

区，“章国跃全国基层名中医工作室”负

责人章国跃经过细致检查和暖心安排，

让 77岁的患者欧阳巧云如释重负。

以“江淮名医”“全国基层名中医”章

国跃名字命名的“章国跃全国基层名中医

工作室”，成立于 2021 年，是目前池州市

唯一一个全国基层名中医传承工作室。

近年来，这个工作室坚持中西医结合

治疗骨科复杂病症和疑难杂症，目前，运

用中医骨伤传统手法复位及小夹板固定，

配合中药内服外用，治愈了 3000 余名骨

折脱位伤筋患者。工作室团队在进修学

习中，不断引进现代外科医疗技术及检查

手段，填补了县域骨伤学科建设在微创手

术治疗椎间盘突出及相关脊柱病、椎体成

形术治疗老年骨质疏松性骨折、显微外科

技术治疗骨髓炎等方面的技术空白。

韩方磊是“章国跃全国基层名中医

工作室”团队成员，也是东至县卫生系

统引进的第一个中医临床研究生。短

短数年时间，在工作室的培养下，他业

务精湛，晋升为院区副院长。

“精准的诊断和适宜的治疗方案，是

患者康复的关键。在实践中，章老师通

过门诊坐诊、教学查房、病例讨论、手术

示教等多种形式，毫无保留地传授我们

技术和经验。”韩方磊告诉记者，今年他

们又引进了椎管内神经鞘膜瘤术、内镜

下腰椎融合术，帮助很多患者摆脱病痛。

近 年 来 ，东 至 县 总 医 院 积 极 实 施

“学科兴院”战略，持续推进中医传承工

作 室 建 设 ，先 后 建 成 具 有 骨 科 专 长 的

“章国跃全国基层名中医工作室”和“江

和明名中医工作室”。工作室年门诊患

者约 3500 人次，住院患者约 2000 人次，

其中手术患者 700余人次。

名医工作室，传承中医造福百姓

本报讯（记者 陈成）近日，由宿松

县人民政府主办的“宿松香芽”品牌形

象发布会暨品牌管理服务中心启用仪

式举行。

“宿松香芽”茶叶主产区海拔 1000

米以上，其外形芽叶相连，香气清高，味

醇厚甘甜，先后获第六届“中茶杯”银

奖、第七届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国礼徽

茶”杯金奖等荣誉。“宿松香”芽传统制

作工艺入选我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发布会上，“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

所江用文专家工作站”揭牌，将为建设

“宿松香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提供的

技术支持；“宿松香芽”品牌管理服务中

心启用，将展销“宿松香芽”茶叶并对品

牌统一管理。

近年来，宿松县通过积极申报注册

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举办茶旅文化

节等举措，推动“宿松香芽”区域公用品

牌建设，目前建成生态茶园 3.44 万亩，

规模加工主体和经销企业达 162 家，年

产值超 2.5亿元。

宿松 打造茶叶区域公用品牌

本报讯（记 者 沈 宫 石）近 日 ，芜

湖市繁昌区峨山镇鑫山家园小区业

主桂文斌等人反映，小区建成后一直

未能办理产权证，物业服务缺位，电

梯维保等没有着落，居民意见很大。

峨山镇就此信访事项向繁昌区专门

汇报，该区自规局、住建局、信访局、

峨山镇政府等单位共同调查办理，在

帮助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同时，疏通

办证难环节，使业主的不动产权证陆

续得到办理。

今年下半年以来，芜湖市探索推

行“初信初访不出镇街”工作机制，对

镇街信访工作突出薄弱环节进行治

理，加强源头防治，最大程度把矛盾化

解在基层、解决在初始，努力实现“最

多访一次”。

根据这一工作机制，该市所有镇

街每天安排一名班子成员轮流开门

坐班接访，党政主要领导每周至少 1

人 坐 班 接 访 ，开 门 接 访 安 排 提 前 公

示 ，坚 持 人 员 不 选 择 、事 项 不 过 滤 、

时 间 不 限 制 。 对 于 接 访 事 项 ，实 行

闭 环 运 行 ，接 访 者 作 为“ 第 一 责 任

人 ”全 程 参 与 初 信 初 访 的 受 理 办 理

工作，发挥牵头化解作用，并开展跟

踪回访，推动信访问题实体化解，做

到“ 案 结 事 了 、事 心 双 解 ”。 市 、县

（区）两级信访部门常态化开展督导

倒查，帮助基层化解疑难问题，推动

机制不断完善。

截至目前，全市已公告公示镇街

领导坐班接访 8800 余次，全市信访上

行明显好转。该市鸠江区共发生征迁

类信访件 207 件，93.7%的初信初访在

镇域内得到及时有效化解。

芜湖“不出街镇”解难题本报讯（记

者 罗 宝 通 讯

员 顾 义 胜）日

前，全椒县古河

镇 古 河 村 特 困

供 养 人 员 祖 恩

和 不 幸 患 上 癌

症正在医治，得

知情况后，古河

村 党 总 支 书 记

赵 明 荣 第 一 时

间 将 村“ 救 急

难 ”互 助 社 的

1000 元 救 助 金

送到老人手中。

近 年 来 ，全

椒 县 建 立 健 全

以 基 本 生 活 救

助、专项社会救

助、急难社会救

助为主体，社会

力 量 参 与 为 补

充 的 分 层 分 类

救 助 体 系 。 作

为 社 会 救 助 政

策的补充，该县

从 去 年 6 月 起 ，

以 村（社 区）为

单位成立“救急

难 ”互 助 社 ，资

金 来 源 于 政 府

补 助 、集 体 经 济

支 持 以 及 社 会

捐 赠 。 成 立 之

初 ，县 财 政 给 予

每社 1 万元补助。对接受低保、特

困、临时救助等政府救助政策之

后基本生活仍有一定特殊困难的

家庭和个人，给予一定的补充救

助 ；对不符合政府救助条件但基

本生活暂时陷入困境的低保边缘

家庭、返贫监测对象、支出型困难

家庭等低收入人口给予一定的应

急救助。

截至目前，该县共成立 114 个

“救急难”互助社，财政和集体经济

投入 228 万元，募集社会资金 32 万

元，帮助 486 户困难家庭解决了急

难愁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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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陈昌奉）今年以

来，祁门县打破行政壁垒，按属性相

同、地域相近、行业相似等原则，将县

直机关工委直属的党组织划定为多个

党建协作片区，以片区协作促党建融

合，推动了经济发展。

祁 门 县 将 县 直 机 关 工 委 直 属 的

81 家 党 组 织 划 定 为 6 个 党 建 协 作 片

区，围绕经济发展战略任务，每个片

区分别确定一个重点主题、一个牵头

党组织，并任命片区书记、党建员和

宣 传 员 ，做 到 分 工 明 确 、责 任 清 晰 。

同时，制定年度工作计划，确定推进

目标。

该县强化日常考核和结果运用，

制定《“互学互比互帮促争先”活动方

案》，每季度采用“PPT 展示+现场观

摩+自选动作”的方式，开展片区交流、

检视不足、晾晒成绩、经验展示等工

作。目前，全县参加党建片区协作的

在 职 党 员 人 数 达 1820 人 ，协 作 项 目

170余项，已完成服务项目 128项。

祁门“片区协作”促发展
10 月 31 日，宏村

游人如织。当日，阳

光明媚，来自长三角

地区的游客在世界文

化遗产地皖南古村落

宏村参观游览。

本报记者 潘 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