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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建 全 国 文 明 城 市

榜榜榜样

□ 安徽日报记者 沈宫石 阮孟玥

3月22日，在芜湖市鸠江区四褐山街
道管山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中国好人”
工作室，记者见到了这位特殊的辅导老
师——吴明英，她正带着一群特殊学生
读书、唱歌，学生们脸上洋溢着阳光般
的笑容。

“因为经历过风雨，才更想为失智
儿童撑起一把伞。”吴明英少时因小儿
麻痹症落下残疾，同学和老师给予她许
多关爱和鼓励，让她得以健康成长，

“想要帮助残疾人”的种子也在她心中
悄悄地萌芽。

2007年，管山社区建立了工疗站，
工疗站成立初期没有任何经费补助和资
金保障。当社区正在为找不到辅导老师
而发愁时，吴明英主动请缨，义务承担
失智学员的康复训练和教育托养工作。

两年后，社区工疗站顺利通过“全国阳
光家园”申报。在她的精心教育和悉心
照料下，先后有38名失智青少年通过康
复训练和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学习，重新
融入社会。

吴明英不仅是学生眼中的好老师，
更是孩子们心中的“大妈妈”。有一次，
她到学员小婷家家访。三伏天，小婷的
房间里却连一台风扇都没有。看着这个
失去妈妈的瘦弱女孩，吴明英心疼不
已，当即把小婷接到自家生活。经过3个
月的不懈努力，小婷逐渐学会了自己洗
澡、洗衣服、微笑着打招呼。突然有一
天，她对着吴明英喊了声“妈妈”，吴明
英听后，满心满眼都是感动……

“面对这群孩子，不仅要有耐心、
爱心，还要有坚持的决心。”对吴明英
来说，繁重的康复训练工作需要付出比
常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她默默奉献

了 16个春秋，学生们一天天成长起来，
她却早已两鬓斑白。

在精心照顾失智学生的同时，吴明
英还根据每个人的智力水平，安排了不
同难度的课程，挖掘学生的闪光点。

“有的学生记忆力非常好，有的很懂
事，我 记 不 住 的 事 情 都 是 他 们 来 提
醒……”一谈起自己的学生，吴明英滔
滔不绝。

吴明英始终坚信特殊教育就是爱的
教育。这些年来，一位位残疾学员走出

“阳光家园”，融入社会的大家庭中，有
的走上了工作岗位，有的可以在家帮父
母做做家务，减轻家庭的分担。

多年来，吴明英经常自费带领学生
前往市内自然文化历史景点，增长见
识、开阔视野，并鼓励学生在力所能及
的情况下参与社会实践。自2022年芜湖
市开展打造“最干净城市”行动以来，

她第一时间认领了长江北路四褐山段保
洁工作，带领“阳光家园”的学生们加
入志愿服务行列。

除了是失智孩子的“大妈妈”，吴
明英还是社区残疾人康复协理员。她坚
持每天为前来锻炼的残疾人指导按摩动
作，并做好康复训练记录，并对有特殊
残疾的家庭进行入户走访。遇到家庭比
较困难或有家人生重病的，她还会慷慨
解囊。

“我是‘好人’，就应该带动更多人
去帮助他人。”吴明英这么说，也是这
样做的。

近年来，吴明英积极发挥“好人效
应”，带动越来越多的居民向上向善。
2022年 5月，“吴明英好人工作室”成
立，通过组建金色阳光志愿服务队，开
展扶残助残、扶老助困等多项惠民暖心
志愿服务活动 100 余次，受益人数 800
余人。

让“折翼天使”沐浴爱的阳光
—— 记中国好人、芜湖市鸠江区四褐山街道管山社区居民吴明英

为切实提高广大学生、教职员工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3月28日，九华山风景区中心学校联合九华山风景区消防大队开展
春季学校火灾疏散逃生大演练活动。

通讯员 储成胜 摄

□ 通讯员 韩亚东 桂陈敬

钢管林立，焊花四溅，工程车辆络绎不
绝，建筑工人干劲十足……走进贵池区棠溪
镇“名棠”乡村振兴创业园综合体项目建设现
场，处处让人感受到仲春时节的生机与活力。

该项目现场负责人胡霞兵介绍，“名棠”
乡村振兴创业园整体运营项目总投资约1100
万元，分为创业园综合体建设和与之配套的
农产品示范基地建设两部分。其中，创业园综
合体主体建筑面积约为 3000平方米，主要包
括农产品展示中心、销售直播厅、企业窗口以
及一个可容纳400人的小剧场，目前工程进度
超过50%，预计今年6月竣工。

“棠溪农产品资源丰富，过去，由于产业
链条短，交通不便以及缺乏龙头品牌带动等
因素，我们的农产品一直存在规模小而散、品
牌混乱、难以抵抗市场风险等缺陷，无法形成
稳定的增收渠道。”棠溪镇党委副书记高梦颖
坦言。为了破除发展障碍，带动群众增收致
富，从2021年起，该镇开始布局和启动“名棠”
乡村振兴五年行动计划，希望以“创业园+运
营商+基地+农户”的模式，实现企业、村集体
和农户的抱团发展。

2021 年梳理农业企业、合作社、产业大
户，列出培育清单，建立产业联盟；2022年正
式创建“名棠”区域农产品品牌，遴选发展规
模较为可观、成熟度较高的产品，统一标识、
统一标准、统一宣发；2023年开工建设“名棠”
乡村振兴创业园，标准化建设农产品示范基
地，初步建立统一的产供销体系……棠溪镇
党委、政府从整合品牌，提升知名度入手，注
册了“名棠”商标，举办了“名棠”“老树龄”枣
首发仪式暨第五届西山焦枣采摘节等活动，
充分发挥区域品牌“名棠”的耦合效应。如今，品牌的前期培育工作已
基本完成，部分特色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其中，西山焦枣枣园面积达
8000多亩，年均可产焦枣12.5万公斤，年均产值约2000万元；七山茶
叶、九华安茶等年均茶叶产量达 5.5万公斤，产值 2000万元；食用菌
年种植量达300万棒，产值1500万元。今年起，“名棠”乡村振兴五年
行动计划即将进入加速建设阶段。

“目前，与创业园相配套的西山焦枣示范基地、菌菇示范基地已
初步建成，胭脂桥酒业、大师根雕园、七山茶厂等三个配套基地已完
成整合，降本增效效果明显。”高梦颖介绍道，以菌菇产业为例，2023
年示范基地建成后，生产设备得到了更新换代，菌菇种养条件也得到
了改善，经测算，每万棒食用菌可缩减生产成本约4000元，每年可为
当地菌农节省约60万元生产成本。

根据行动计划，创业园综合体建成后，将为企业提供产品展示、
“春台岩集”产品集销、邮政直寄、“名棠优选”线上销售、数字大屏滚动宣
传等配套服务的同时，开发研学、文化产品、旅游观光等功能，为游客提
供农特产品销售、沉浸式体验非遗手工艺、文创设计参与、休闲书吧等
服务。届时，该镇将以创业园为平台，以“名棠”为农旅 IP，以企业为龙
头，带动更多农户订单式种植“名棠”旗下农产品，深度融入“名棠”产
业链，形成完整、统一、高效的供销体系，进一步提升项目收益和品牌
价值，辐射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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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汪玉）清明将至，随
着绿色环保、文明祭祀的理念深入人
心，我市越来越多的市民在扫墓祭拜
时选择用鲜花来寄托哀思，这种新风
尚也带动了鲜花市场的走俏。

4 月 1 日，记者走访时注意到，
主城区部分花店里，各式各样祭祀用
的花篮花束都被摆放在了显眼的位
置 ， 不 少 市 民 正 在 挑 选 花 束 或 盆
栽 。 位 于 主 城 区 百 牙 路 一 家 花 店
内，店主吴女士正在整理备货。她

告诉记者：“每天不到中午，菊花就
被销售一空。目前店里主要备有黄
菊、白菊两种花束，一束在 50 元左
右。”在吴女士的店内，记者还看到
一些菊花、万年青的盆栽，据她介
绍，也有不少市民选择盆栽进行祭
扫，这些盆栽价格在 30元左右。

记者来到主城区蓉城路一家花
店，市民钱伟正在等候花艺师打包一
份以白菊花为主调的混搭花束。他对
记者说：“现在提倡文明祭祀，用鲜

花代替传统的祭祀方式已经成为我们
家的习惯了，到花店挑选一些颜色素
净淡雅的鲜花包成花束，一束花 50
元，不仅经济实惠，也更环保。”

穿过花店前厅，走进商铺后面的
仓库，4 名店员正在忙着整理、修剪
鲜花，他们面前摆放的也都是以菊花
为主的淡雅系鲜花。“每天能销售
4000支左右的菊花，另外百合、剑兰
等也有不少顾客购买。”店主柯学山
介绍，今年清明前夕的鲜花销售额较

去年增长了不少，鲜花价格基本持
平。

据悉，近年来，我市坚持倡导文
明祭祀、生态祭祀理念，持续发布文
明祭祀倡议、开展“移风易俗进社
区”“鲜花换塑料花”等宣传活动，
鲜花追思受到市民门的青睐，市民们
逐渐主动采用绿色、环保、文明的祭
祀方式来寄托哀思，礼敬故人，形成
了良好的文明祭祀氛围。

鲜花寄托哀思 祭扫更加“清明”

●文明实践在池州文明实践在池州●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移风易俗

□ 记者 徐婷

前不久，东至县获评 2023年度安徽
省农业特色产业 10强县。东至县主要发
展什么特色产业？如何做大做强特色产
业？日前，记者深入东至县田间地头、生
产车间，解锁其中的“发展密码”。

实施分镇推进
整体规模日益壮大

春光无限好，农事正当时。3月26日，
走进胜利镇吉阳村羊肚菌种植基地，成
片的菌子撑起一把把褐色的“小伞”，长
势喜人。工人们有的穿梭于菌垄间，小心
翼翼地采收鲜嫩的羊肚菌，有的将羊肚
菌运回加工基地，进行分拣、烘干，一片
丰收景象。

“每天的烘干量在 1万公斤，现在全
镇每天的收购量约 7500公斤，所以能满
足全镇羊肚菌的烘干需求。”东至县胜利
镇吉阳村党支部副书记檀同祥告诉记
者，自村里发展羊肚菌产业后，实现了村
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从 2021年的 25万
元到2023年300万元的飞跃发展。

在县镇两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近
年来，胜利镇成立了羊肚菌产业联盟，创
办了安徽利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全
镇羊肚菌种植户提供育种、营养袋、技术
指导及产品加工、销售等一条龙服务。目
前，全镇种植面积已达3000余亩，覆盖21
个村，成为我市羊肚菌主产区。今年，预
计该镇羊肚菌销售额超1亿元，村集体经
济收入均超200万元。

“东至地形丰富，有山区、有丘陵、也
有沿江平原，适宜不同种类食用菌的生

长。因此，我们分镇推进，引导各地因地
制宜发展木耳、香菇等食用菌产业，壮大
整体规模。”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
务中心主任王优旭介绍，该县先后出台
一县一业、1+4+N等奖补政策，为食用菌
产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如今，官港、
洋湖、葛公的黑木耳，泥溪、木塔的灵芝，
尧渡的金耳……众多种类的食用菌已经
成为各乡镇的“致富密码”，也成了村民
就业增收的“幸福密码”。2023年，东至县
食用菌收获面积 6150 亩，鲜菌菇产量
10.7万吨，产值 6.659亿元。2024年，全县
食用菌种植规模将继续扩大，预计突破
8000亩，产值超10亿元。

良种良法配套
品质产量持续提升

东至县全年雨量充沛，气候湿润，山
区昼夜温差较大，为食用菌提供了最佳
的生长环境。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许多
农户从事黑木耳种植。

“随后的几十年里，黑木耳种植范
围逐渐扩大。如今，全县黑木耳种植面
积4000余亩，占食用菌面积的70%，是
华东地区最大的黑木耳生产基地之
一。”王优旭告诉记者，然而当时不少
黑木耳种植条件简陋，品质参差不齐，
卖不上价，农户一年辛苦到头也挣不了
多少钱。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东至县与省农
科院联合研发，在 2016-2020 年选育了

“皖黑木耳1号”，取得了“东至黑木耳”新
品种开发的重大突破。

“我们种植的‘皖黑木耳 1号’，相比
于普通的木耳品质更优、出耳更早、耳形

圆整、长势密集，实现了单位产量和经济
效益‘双增’，在市场上十分抢手呢。”尧
渡镇长岭村末琳家庭农场黑木耳基地负
责人陈末琳说，基地现有16万棒木耳，每
年产值 60余万元，可带动周边村民和脱
贫户务工增收约7万元。

如今，“皖黑木耳1号”在全县黑木耳
种植面积中占比达 70%，种植户及客户
反映良好。近年来，“东至黑木耳”先后荣
获“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安徽省首批
有影响力的绿色食品区域公用品牌”等
称号。

“坚持‘良种’和‘良法’配套，才能保
证食用菌产品质量稳定。”王优旭介绍，
为了规范菌种生产，2022年东至县在全
省率先开展三级菌种生产许可证核发工
作，第一批对符合要求的 14家企业核发
了菌种生产许可证。同时，组织开展技术
培训，不断提高食用菌的种植管理水平。

坚持项目引领
加强延链补链强链

“这是我们种的金耳，绿色健康，口
感特别好！”走进东至县河水山科技有限
公司数字化金耳培育基地，记者看到，大
朵大朵的金耳从白色的菌棒上探出金灿
灿的“身体”，通过物联网和数字化控制
系统，基地的技术人员实时监控着金耳
的健康状况。

2022年，东至县引入河水山科技有
限公司投资 1000 万元建成金耳示范基
地，从事金耳选育、生产加工及销售。“公
司年生产 40万棒金耳，今年已实现产值
200多万元。”该公司技术经理许天修告
诉记者，公司一边注册“黄金天耳”商标，

借助东至龙工场的网络销售渠道，推动
金耳迅速占领市场；一边依托公司的研
发中心，加快研发金耳羹、金耳面条等零
食和餐饮类产品，增加产品附加值。

如今，公司二期金耳产业园区正在
如火如荼建设。“预计8月份投入使用，届
时将年产200万菌棒，可以满足全县金耳
种植需求。”许天修说。

在河水山公司的引领下，2024年全
县预计金耳规模可达150万棒左右，产值
超3000万元。

“东至县以招商引资为突破，以项目
建设为支撑，全力打造食用菌全产业
链。”王优旭介绍，近年来，针对食用菌精
深加工不足、产业链条短等短板弱项，东
至县谋划储备预制菜加工等投资规模
大、技术含量高的项目30个，投资规模近
50亿元；实施食用菌乡村振兴产业项目
13个，总投资3000万元；引进数字化食用
菌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等省外亿元项
目4个，投资金额6亿元。

目前，东至县食用菌产业还存在牵
动性的骨干龙头企业少、精深加工能力
不强等不足。百尺竿头，如何更进一步？

“我们围绕打造食用菌百亿产业目标，将
建设食用菌研发指导中心，从招商引资、
科技创新、融合发展、品牌建设等方面持
续发力，不断完善食用菌产业上下游产
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助力乡村全面振
兴。”王优旭表示。

东至食用菌产业成长记
本报讯（通讯员方朝）4月 1

日，全市人大社会建设工作座谈
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
家莹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人大
社会建设工作座谈会精神，通报
了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成立
以来的工作开展情况，市和各县
区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作交流
发言。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省
人大社会建设工作座谈会精神
与做好今年工作结合起来，充分
认识做好新时代人大社会建设

工作的重要性。要坚持立法与监
督并重，将推进制定《池州市居
家养老服务条例》和完成所有联
系单位监督工作全覆盖作为本
届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的主
要工作目标。要持续深化调研活
动与代表议案建议督办工作相
结合的工作机制，认真做好经验
总结，以社会建设工作水平提升
促进代表工作水平提升，以代表
工作水平提升促进人大整体工
作水平提升，真正将制度优势转
化为治理效能，为践行全过程人
民民主贡献池州经验。

全市人大社会建设工作
座谈会召开
王家莹出席

3 月 30 日-31 日，由市教育和
体育局主办的 2024 年池州市青少
年“未来之星”阳光体育大会在滨江
体育公园和市第十一中学举行，大
会设置了跳绳、激光枪射击、游泳、
跆拳道等项目，来自各县区的13个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共 160 余人参
加。

据悉，池州市青少年“未来之
星”阳光体育大会已连续举办9届，
是我市青少年体育活动品牌赛事。

图为激光枪射击比赛现场。
记者 胡可 摄

本报讯（记者徐婷）日前，
2023 年度中国散文年会召开，
会上评选出十佳散文奖等奖项。
其中，我市陈寿新散文《大大》、
陈春明散文《小苏》、方严散文

《邂逅凤凰》均获得二等奖。
据悉，陈寿新是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安徽省当代影视创作研
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著有《张
恨水的那个黄土岭》《五月端阳，
黄鳝泥鳅一样长》等作品。陈春

明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楹
联学会会员，安徽省书法家协会
会员，池州市作协党支部书记、
常务副主席。著有个人文集《阅
读人生》《心岸踏歌》《与时俱进》

《轻舞飞扬》等。方严是安徽省作
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
员，先后出版诗集《忽然安澜》

《云间》《山水诗笺》、韩语诗集
《梵净山的钟声》、日语诗集《在
路上》等。

我市三位作家
获中国散文年会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