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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丰富
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粮仓”，来安县雷官镇用好
农家书屋的文化力量凝聚人、感染人、振奋人，在
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推进文明乡风，让农
村激发出新活力。目前，全镇9个村实现农家书
屋全覆盖，藏书约 13500 册，全年借阅人数达到
6400人次。

打造“假期乐园”，建设儿童学习新
阵地

“我和妈妈参加了这次的端午节亲子阅读活
动，志愿者给我们介绍了节日的由来，大家一起
朗读了屈原的《离骚》，我学到了很多知识。”雷官
中心校四年级学生陈文丽开心地说。每年一到
寒暑假，书屋里人气十足。

为丰富孩子的假期生活，雷官镇充分发挥农
家书屋的作用，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化站
常态化开展亲子阅读、学习辅导、书香阅读、电子
阅览等系列活动，充分培养少年儿童的读书兴
趣。让孩子们在这里读书学习，在浓浓墨香中感
受阅读的快乐，增长知识、开阔视野，打造广大儿
童健康成长的天地，切实把农村留守、困境儿童

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农村不像城里有很多图书馆，农家书屋可

以为农村的孩子打开一扇接触书籍世界的窗
口。看见孩子们不再是窝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视，
而是对阅读表现出浓厚兴趣，我们做家长的倍感
欣慰。”黄桥村村民李红说。

打造“文化舞台”，建设精神文明加
油站

农家书屋不仅是村民致富的加油站、孩子的
学习室，还是村民精神文明建设的大舞台。雷官
镇着力丰富书屋元素，将农家书屋结合雷官特色
的戏曲马灯文化、板鸭文化，找特点、出亮点，开
展“马灯大舞台”“池杉朗诵节”“乡风文明大讲
堂”等文化娱乐活动。同时，雷官镇以党员干部
教育培训为抓手，以农家书屋为载体，将红色文
化、历史文化融入“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中，
引导更多党员群众感党恩、跟党走。党员、干部
学习内容更加丰富，思想意识全面强化，党组织
战斗力全面提升，农家书屋成为红色教育的“新
阵地”，变身红色教育的“加油站”。

“咱们的农家书屋既然搞了就要把它搞

好，真正在实处惠民。村民们愿意来这里看
书，有的老党员还会在这里给大家讲讲红色故
事，每周在此举行的主题宣讲已经成为村民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农家书屋负责人唐
传政说。

打造“数字书屋”，建设农业知识补
给站

雷官镇积极探索数字化农家书屋建设，与数
字乡村建设相结合，满足百姓点单式阅读需求。
同时，利用数字图书资源，推出网络学习栏目，将
农作物虫害与防治、儿童启蒙、生活百科等知识
搬到线上，满足村民线上学习需求，充分发挥数
字农家书屋的开放性和共享性，推动全镇教育资
源更加均衡而有质量地发展。

“只需要手机扫一扫，就能随时随地在线读
书、查阅相关资料，这实在是太方便了，为农家书
屋点赞！”雷官村村民刘国强作为板鸭养殖能手，
空闲时就会通过数字农家书屋，了解板鸭养殖方
面的知识。每当养殖过程中在饲料、气温、水质
等方面遇到难题时，他第一时间就去数字农家书
屋中寻找解决办法。

农家书屋点亮乡村文化“新地标”
刘晨晨

走进来安县三城镇固镇村鸿伟种植场，在秋日
阳光的照耀下，连片的大棚表面熠熠生辉。一排排
大棚整洁明亮，一个个菌棒码放整齐，肉厚饱满的
香菇、白白净净的平菇长势喜人。菌棒前，技术员
陈吉连正跟村民张世金讲解菌棒灭菌的要领，为食
用菌丰产质优打好基础。

自从这个食用菌合作社成立后，提供不少工作
岗位。今年55岁的张世金是三城镇固镇村胡庄组
村民，因身体原因不适合外出务工，他应聘工作后，
一年四季基本都待在大棚里，注水、翻堆、采摘、装
箱、运送，忙得不亦乐乎。“自从村里有了这个大棚，
在这里工作不仅能顾了家，每个月还能挣2000元左
右，我现在非常满足。”张世金高兴地说道。

近年来，三城镇积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依托
土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积极发展食用菌种植特色
产业，成立种植专业合作社，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
带领群众增收致富。合作社采用“合作社+农户”的
种植发展模式，解决村民就业20余名，村集体年增
收5万元。

来到三城镇冯巷村火龙果大棚种植基地，连片
的火龙果长势喜人，一个个火红的火龙果像一盏盏
红灯笼垂挂在碧绿的枝条上，色泽艳丽、果实饱满，
阵阵果香扑鼻而来。工作人员手持剪刀穿梭其间，
采收成熟的火龙果，农户们忙碌着分拣称重、打包装
箱，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目前火龙果种植基地面积，现有将近20亩，大
棚11个，预计产量1万吨、产值15万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今
年，我又引进百香果、西瓜，甜瓜等高附加值水果品种，目前已经取
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来安县农夫家园火龙果种植基地负责人王松
开心地说。

近年来，三城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优化产业结构，因地
制宜发展多元化特色产业，种植水果黄瓜、无籽西瓜、千禧等大棚
果蔬，扩大经济效益，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据了解，三城镇目前大
棚2000余个，分蔬菜、水果、食用菌三大种植区，实现了生产、管
理、销售一条龙。目前种植大棚里工作的群众达 500 人左右。
2023年，该镇多次邀请省农科院专家学者前来授课，群众在种植
技术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

发展特色农业种植只是三城镇在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从村
民单干到成立合作社，再到如今的连片大棚带动农业产业发展，为
乡村振兴铺就了一条“大棚经济”的绿色发展路，让越来越多的村
民过上了红红火火的好日子。下一步，三城镇将结合各村特色优
势产业，打破村域限制，跨村联合打造村集体经济产业园，从过去

“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转变，实现资金、人才、资源等优势互补，
将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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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来安县公园菜场
内上线多个“爱心摊位”，免费提供给
低收入群体、残疾人、灵活就业人员等
使用，吸引不少居民前来选购蔬菜，成
为市场里一道暖心的风景线。

“原来卖菜没摊位，只能在背街小
巷里摆摊，影响环境不说，日晒雨淋总
是免不了。现在好了，申请到一个免
费摊位，终于有地方摆摊卖菜，还能补
贴家用。”农贸市场里，王大爷站在摊
位前摆弄着小菜，一脸高兴。

王大爷是社区的一位留守老人，
流动摆摊已有十多年时间，他最大的
心愿就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摊位。
县棉种场干部在走访中得知这一情

况后，主动帮他申请了爱心摊位，如
今王大爷每个月都可以使用爱心摊
位卖货。

“我就住在附近，离市场很近，农
户自己种的菜，营养又干净。”居民张
婆婆提着刚买的蔬菜走出市场，退休
在家的她最近常来爱心摊位选购，在
她看来，买得安全放心又照顾了低收
入群体，一举多得。

目前，公园市场已经设置5个“爱
心摊位”，将困难群众的经营愿望与
自身能力相结合，将结对帮扶与方便
群众相结合，在“引摊入市”改善市容
环境的同时，还为困难群众解决了实
际困难。 （朱小红）

爱心摊位汇爱聚能

秋风渐起，一望无际的绿色田
野开始装扮起金黄的新装，一粒粒
饱满的稻谷开始成熟，稻田里沉甸
甸的稻穗渐渐弯下了腰。走进来安
县半塔镇，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
的稻田，走上近前，浓郁的稻香扑鼻
而来，清新的香气弥漫在鼻尖久久
不散。

半塔镇是一个农业大镇，其耕地
面积达19.2万亩，这里的农民大多种
植水稻，但因水利、地理等因素的制
约，水稻的产量、品质也各有不同，导
致该镇农业大而不精，附加值提升一
直成为农业发展的短板。

自2021年起，该镇坚决扛起粮食
安全政治责任，在前期已建成4.74万
亩高标准农田基础上，于2023年4月
底前完成8个村5.45万亩高标准农田

续建工作。极大改善了农业基础设
施条件，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不但提升了耕地质量和基础地力，同
时对田、水、路、电、技、管等进行综合
配套，促进了农业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水、肥、药利用效率显著提升，确
保粮食高产、高效。今年计划再争取
项目资金 2 亿元以上，实施兴隆、高
山、罗庄、鱼塘、北涧等5个村6.38万
亩高标准农田新建项目，落实“好田
产好粮”目标。

同时，该镇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和
资源禀赋，强化农技服务功能，广泛开
展科技培训，实施肥药减量控害增效
技术，做好农残检测、病虫防治、土壤
墒情监测等工作，从细微处服务粮食
生产，全力推动农业产业绿色健康发
展，牢牢端稳手上的“饭碗”。

千里稻花秋色美
半塔宣

本报讯 近年来，来安县第二小学坚持
以育人促发展导向，秉持“五育并举”的办学
思路，设立五个维度目标引导学生争当“尚
雅少年”，使其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以德树人，润泽“尚雅”之根。该校秉持
“一切活动皆课程，一切课程皆德育”的大德
育观，研究各学科横向融通、课内外深度融
合，打造礼仪课程、学科课程、传统文化课
程、红色课程“四位一体”德育课程架构。通
过礼仪之星、感恩之星、团结之星、奉献之星
的评选，引导学生争当二小“美”少年。

以智启人，厚实“尚雅”之干。积极推进
教学工作的有效管理，抓实“双减”工作。强
化教学常规管理，把好备课关、上课关、辅导
关，集体备课“单元分包、教案共享”，教学检
查“树立榜样、曝光懒庸”，公开课“形式多
样、组内提升”，助推教研组不断提高教学水
平。通过一、二年级的无纸笔快乐闯关综合
测试、三至六年级等级制评价，激励同学们
争当二小“睿”少年。

以体达人，强健“尚雅”之枝。严格落实
体育课程开设刚性要求，保障学生每天校内
体育活动时间至少1小时，逐步完善“健康知

识+基本运动技能+专项运动技能”的教学
流程，帮助学生掌握1至2项运动技能。以
班级足球联赛、阳光足球操为抓手，擦亮“全
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校”品牌，协同带动
啦啦操、篮球、乒乓球、手球、羽毛球等社团
活动的开展，让学生以充沛的体能，良好的
心理状态，昂扬的精神面貌，争当二小“康”
少年。

以美塑人，滋养“尚雅”之花。学校一年
一度的艺术节从小百灵、小乐手、小舞者、小
画家四个专场比赛开始，选出精品节目参加
全校“畅享六一 快乐成长”文艺汇演，打造
学生学习美、认识美、感受美、参与美的重要
阵地，让学生以蓬勃的朝气、阳光的面貌展
现二小“靓”少年风采。

以劳促人，培值“尚雅”之叶。因地制宜
建设“劳动小能手”实践基地，为中高年级开
辟“小菜地”，学生自主命名，自主选择农作
物栽种，老师利用劳动教育课带领孩子们学
习劳动知识和技能。“校园劳动周”工作各班
级轮流承担，通过校园景观清扫、功能室保
洁、校园文明劝导等形式，让学生动手实践，
出力流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积极争当二
小“勤”少年。 （李国）

深耕五大行动擦亮教育底色

本报讯 近年来，来安县积极引导支持
县内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不断
壮大梯队规模，引领全县工业经济实现高质
量发展。

分类“搭”梯。对标筛选主营业务突出、
竞争力强、成长性好、专注于细分市场、具有
较强创新能力潜力企业，分批分级建立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省级专精特新和创新
型中小企业培育库，定期动态更新，扎实构
建梯度培育体系，目前在库企业达75家。

服务“稳”梯。坚持精准培育，累计召开
专题培训会议3次，现场指导、逐一帮助在库
企业分析现有的优势和短板，并对申报中的

重难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做到靶向攻坚、逐
条突破。2023 年成功获批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24家、安徽省创新型中小企业17家，再创
历史新高。

政策“扶”梯。加快推动各级惠企政策
落地见效，实现“免申即享”、“即申即享”政
策宣讲“全覆盖”，有效提升政策申报知晓度
和兑现便利度。2023年共帮助指导企业积
极向上争取制造强省、“专精特新”等项目奖
补 585.4 万 元 ；兑 现 工 业 强 县 政 策 奖 补
3745.6万元，为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注入强劲
动能。 （吴大伟）

梯度培育“专精特新”发展

本报讯 稻谷飘香，丰收在望。眼下正
值水稻抽穗扬花的关键时节，来安县水口镇
近14万亩稻田长势喜人，微风不时吹过，推
开一层层美丽的稻浪。层层稻浪中，来安县
锦源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昌正在查看
水稻长势及病虫害情况。“长势不错，亩产估
计能到1600斤左右。”查看着麦穗抽穗灌浆
情况，王昌对今年收成有了底，“相信又是一
个丰收年。”

一旁，拥巷村村民禹庆友同样喜上眉
梢，自家田里正在进行飞防作业，这位“甩手
掌柜”却乐得清闲。“放在往年，现在正是忙
着打药灭虫的时候，今年，我把土地托管给
了合作社，人工近两天的工作量，无人机一
小时不到便能结束，还能减少近三分之一的
农药使用，科技种粮，稳稳当当。”禹庆友介
绍，将土地托管给服务单位，托管服务单位
负责种子、化肥及粮食生产收购销售等全过
程服务，规模化种植使得每亩投入降低170
元左右，现代化农机使用还带动了产量和效
益的同步升高，亩均增收100至120元。

2018年，水口镇在武集、东岳、拥巷村试

点推行“大托管”服务模式，通过全程托管、
单季托管等形式予以推广，服务托管服务单
位扮演贴心“田保姆”角色，提供从种到收一
条龙的土地托管服务，破解目前农村存在的
耕种缺人手、缺技术的难题，5年来，服务面
积总面积达15万亩，服务群众超4万人次。

“省时、省心、省力，还能增加收入。”提到大
托管，当地农民赞不绝口。

为持续做好农业生产托管，助力增产增
收，水口镇将“大托管”试点建设与“两强一
增”行动紧密结合，做好延伸文章，整合涉农
项目资金，推进村庄集中建设，推动农田整
治、宜机化改造、农业设施提档升级，截至目
前，已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10.25万亩，全程
农业机械化率达90%以上。

“农业托管模式是当下群众认可度较高
的生产模式，不仅可以解决土地撂荒问题，
提高农田综合收益，还能在很大程度上激发
村集体经济组织活力”武集村党总支部书记
于畅泳介绍，2022年，参与农户户均增收380
元，村集体经济增收4.3万元，全镇2家服务
主体也获得盈利约20万元。 （李悦）

“大托管”绘出丰收景

本报讯 近年来，来安老年大学加强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洪山戏传承和发展工
作，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阵地，推动
文化遗产“活起来”“火起来”。

来安洪山戏历史悠久，起源于明末清
初，至今有 300 多年历史。经过多代艺人
的传承创新，已成为韵味独特、乡土气息
浓厚，深受群众喜爱的一个戏种，2006 年
被确定为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
目。为了点亮了洪山戏传承的艺术火种，
该校开设洪山戏班，聘请专业教师，培训

骨干，在班内配备伴奏乐队，加进了丝、
弦、管、笛等乐器，使洪山戏戏曲音乐的旋
律更加优美动听。开设第二课堂，鼓励学
员走出校门，到社区、企业、警营、学校演
唱，传承弘扬洪山戏，让来安洪山戏这个
戏种，深深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组织教
师去南京、扬州等地，拜访洪山戏专家、老
艺人，取经索宝，请他们出山，传授技艺，
搞传、帮、带。组织教师深入到中、小学，
指导学生演唱洪山戏，培养新生力量，让
洪山戏后继有人。 （孙荣祖）

老年大学推动省级非遗洪山戏传承

为增强全民慈善意识，推
进慈善事业更好发展，在中华
慈善日即将到来之际，来安县
民政局组织志愿者在来安县慈
善园开展义诊、义剪、慈善知识
宣传活动，服务群众 56 人，免
费配送老花镜32副。

苗竹欣摄

义诊义剪义诊义剪
暖 人 心暖 人 心

近日，由来安县人民政府主办，县总工会、县人社局承办的来安县2023年制造业职业技能竞赛在滁州市信息工程学校和安
徽上丞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举办，来自17家企业的88名参赛者就焊工、钳工、铣工（数控铣床）3个工种展开比拼角逐，通过竞赛，
2名选手晋升高级技师职业资格，7名选手晋升技师职业资格，40名选手晋升高级工职业资格。 王跃进 唐 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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