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石台县举办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以文艺表演、
非遗体验、历史图片展等形式，让广大群众和游客切身体验文化和自然遗
产的独特魅力。图为小游客正在体验植物拓染。 通讯员 石文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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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汪瑶 江雪飞

“这里每一张照片、每一个老物件
背后都有动人的故事，很高兴向大家介
绍我们村的发展历程，从老物件里感受
时代发展……”近日，石台县小河镇东
庄村史馆正式建成对外开放，讲解员陈
梦向前来参观的游客深情地解说。

走进东庄村史馆，仿佛打开了一扇
了解历史的窗口：一台织布纺线机、一
个弹药箱、一台电影放映机、一盏充气
式马灯、一把木锨……一件件饱含历史
沧桑的老物件映入眼帘，其中“镇馆之
宝”——充气式马灯尤为醒目。“那个
时候没有电，它可算得上是一件‘阔

气’的照明工具，我们村剧团演出，用
的就是这个灯具，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
父辈们夜晚改河造田的场景。”正在参
观的村民彭银珍指着充气式马灯，回忆
道。

东庄村史馆面积不大，只有150多
平方米，却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和乡
愁。小河镇东庄村乡村振兴指导员陈尚
友感慨道：“村史馆建设时，不少村民
将自家珍藏的‘宝贝’捐赠出来，他们
说这些东西放在村史馆里更有纪念意
义，能够反映出咱们村悠久的农耕文
化，成为见证东庄村发展的一面面‘镜
子’。”

据了解，东庄村位于石台县最西

边，总面积6.74平方公里，由于地处黄
湓河沿岸，长期河流冲刷造成大面积的
泥沙淤积，造就了开阔平坦的天然盆
地，形成了山区少有的千亩大畈，自古
以来就盛产稻米，有着“石台粮仓”的
美誉。

东庄村史馆以“石台粮仓”为脉
络，围绕“粮食安全”主题，分为红色
东庄、厚重东庄、沃野东庄、振兴东
庄、老家东庄五个部分，以翔实的史
料、丰富的器物、生动的影像，全方
位、多角度展示千亩大畈数百年来的农
耕场景，记录了东庄人民发展粮食生产
的点点滴滴。

村史馆是东庄村发展变化的缩影，

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精神慰藉。如今每
天茶余饭后，不少村民结伴而来，在村
史馆里回忆过去的时光。对村里的孩子
们来说，村史馆是让他们增加对家乡历
史了解的主要窗口。“农闲的时候带着
孩子来看看，让他们了解过去，看看老
一辈吃过的苦，要更加珍惜现在的生
活。”村民彭银珍说，她经常带孩子参
观村史馆，向他们讲述过去“一手掌
犁，一手挥镰刀”的劳动场景。

留住乡愁记忆，村史馆成情感纽
带。“现在，很多传统文化随着城镇化
发展逐渐消失了，如果再不去寻找和保
护，很可能就找不回来了。”陈尚友
说，村史馆不仅记录了村庄的历史变迁
过程，更展现出深厚的乡村文化和民俗
风情，具有极强的文化传承价值，应当
加强引导，将村史馆打造成为留住乡
愁、凝聚人心、自我教育、传承文明的
重要载体。

记载农耕变迁 留住乡村记忆
——小河镇东庄村史馆建成开馆

本报讯 （通讯员陈健） 近
日，石台县农业农村局向安徽兴
石食用菌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颁发
了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
这是石台县颁发的第一个食用菌
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

安徽兴石食用菌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位于横渡镇河西村横屋
组，总面积9719.95平方米，是一
个集食用菌菌种生产、种植、收
购、销售等为一体的综合性食用

菌产业发展公司。此次颁发食用
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缓解了
石台县食用菌菌种对外采购的依
赖，为全县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新支撑。

县农业农村局将不断强化行
业监管并靠前服务，在规范产业
发展的同时为群众提供业务咨
询、事前辅导、陪同办理等精准
服务，全力保障全县食用菌产业
健康有序发展。

首个食用菌菌种
生产经营许可证颁发

本报讯（通讯员黄雨珊）6 月
13 日，石台县举办“硒品出山、引
客来石”文旅推介官风采大赛。

本次比赛以“讲好石台文旅故
事 展现文旅行业风采”为主题，通
过“才艺+讲解”的形式进行。18位
参赛选手以独特的视角和生动的
语言，结合 PPT、图片和短视频等

形式围绕文旅资源、历史文化、商
品美食等方面进行宣传推介。

本次比赛成功举办，有利于引
导全县各领域各行业深入挖掘、选
拔宣传推介人才，全面提升推介官
综合素养和专业水平，助力全县旅
游经济发展。

“硒品出山、引客来石”
文旅推介官风采大赛成功举办

□ 通讯员 丁希慧 王慧

近二十年来，天方茶业股份有限
公司研发中心主任李翠红先后参加多
个省部级重点项目研究，提交报告几
十项，发表论文 20 余篇，设计申报国
家专利 20 多项。她凭借对茶叶的热爱
和刻苦钻研，浇灌出一个又一个科技
硕果。

李翠红从小与茶结缘，她父母都
是茶农，靠炒茶卖茶供她读书。正因
为亲身目睹了父辈们做茶卖茶的辛
苦，李翠红对茶叶有着深厚的感情，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家乡的茶叶卖
到全国各地。

2001 年，李翠红加入天方茶业公

司，在生产车间做包装工，这让她有
机会接触到更多种类的茶产品，并了
解了许多产品复杂的制作工艺、特殊
性能等，渐渐产生了研究制茶的兴
趣。2006 年，她被调到事业发展部工
作，正式开启对“茶”的科研之路。

“这个部门主要负责有机茶的加
工、产品的研发以及项目申报、技术
梳理等专业性工作。”李翠红说，因为
工作强度大，她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到
半夜。“为了解每一项产品工艺，掌握
某项技术要点，我多方查找资料，常
常一坐一整天。”李翠红说。

2014 年，通过长期不懈地自主学
习和刻苦研究，李翠红在前期抹茶加
工技术成功开发的基础上，着手研究

黑茶深加工技术。“为了提升黑茶的利
用率和产品性能，我联想到小时候爸
爸过年熬糖的方法，用箬叶烧成灰加
在粉糖中做成花纹状，好看又健康。”
李翠红介绍道。

说干就干，李翠红立即借来中药
典籍翻阅，以黑茶为载体，加入箬叶
和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通过技术配
方创新，制成黑茶食品，既解决了黑
茶传统制法不方便分割、携带的问
题，又满足了黑茶爱好者的饮用需
要，保留了食品的特性。

多年来，李翠红全身心投入茶叶
技术研究与开发工作，她带领团队整
理出茶青酵素、茶饼干、茶含片等多
项深加工技术，相继参与了国家科技

成果转化、省自主创新、省科技重大
专项、省科技攻关等十几个重点课题
项目。

“李主任是科技带头人，为公司
申报了很多专利成果，对我们公司的
发展有很大帮助。”天方茶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郑孝和称赞道。近年来，
随着新方法新技术的创新应用，为企
业增加经济效益数百万元。

“把家乡的茶叶卖出山门，带动
茶农致富，这是大家勠力同心的结
果。我将继续用心把技术成果以不同
的方式展示给社会、推介给大众。”李
翠红朴实的话语中流露出对茶的无限
热爱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19 年，李
翠红入选池州市乡村产业创新团队带
头人名单；2021 年，被省科技厅列为
专项科技成果转化乡村振兴项目主持
人，先后获得省级科技成果3项；2024
年，李翠红荣获安徽省“五一劳动奖
章”。

科技赋能茶更香
——记天方茶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李翠红

本报讯（通讯员石宣）近日，县委
书记靳武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纪学习
教育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
习省委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开班式暨省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精神、市委
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开班式暨市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精神，听取全县党
纪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部署安排下
步工作。

会议指出，自党纪学习教育启动以
来，全县各级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县委工作要

求，切实扛起政治责任，认真谋划、精心
组织，推动全县党纪学习教育迅速启动、
全面展开、有序推进，高质量完成了启动
部署、集体学习、交流研讨、举办读书班、
专题辅导等工作，取得了预期成效。开展
党纪学习教育是当前的重要政治任务和
头等大事，也是今年党的建设工作的重
中之重。全县上下要持续对标党纪学习
教育工作目标要求，紧盯关键环节，推动
党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入脑入心。

会议强调，要坚持原原本本学、逐
章逐条学，紧扣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以上率下、示范带

动，分层分类分领域推进规定动作落
实，通过个人自学、集中学习、纪律党
课等方式，组织引导党员干部熟练掌握

“六项纪律”要求，做到学懂弄通做
实。要抓好警示教育，充分运用警示教
育读本、违纪违法干部忏悔录等，注重
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强化警示震慑，
引导党员干部真正知敬畏、存戒惧、守
底线。要持续开展检视整改，对标对表

“六项纪律”规定，认真检视学习和工
作成效，找准找实存在的突出问题，梳
理形成全面、准确、具体、针对性强的
问题清单，对查摆出来的问题，抓一件

成一件、改一项好一项，确保学出实干
担当、学出优良作风。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坚
决扛起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

“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落实
“一岗双责”，切实发挥好“关键少数”
的引领带动作用。县级层面党纪学习教
育工作专班要把握全局，加强统筹协
调、联络沟通和服务保障，落实落细各
项具体工作。各乡镇、各行业主管部门
要加大对本辖区本行业本系统党纪学习
教育督促指导力度，齐心协力推动党纪
学习教育见行见效。

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
听取全县党纪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 部署安排下步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朱宇 汪琳
琳） 近日，在牯牛降北麓湾文旅
康养综合体项目施工现场，笔者
看到酒店大楼主体工程已基本完
工，工人正有序进行大楼内部及
边缘施工作业。

“该项目于去年12月份开工
建设，截至目前，已完成地库施
工面积 6000 多平方米， 1 号 B
座、2号楼完成封顶，A座将在本
月底完工。”牯牛降北麓湾文旅康
养综合体项目现场负责人孔维东
介绍。

据了解，牯牛降北麓湾文旅
康养综合体项目是希尔顿惠庭酒
店在安徽省投资建设的第一家县
级酒店，总投资 5 亿元，总占地
面积 53385.32 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 48976.51 平方米。项目后期还
将引进特色康养度假、量子研学
基地、富硒特色农产品品鉴中心
和温泉康养等新兴业态。项目建
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牯牛降景区
旅游配套设施，提升“牯牛降”
文旅康养品牌影响力，为全县旅
游业提档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牯牛降北麓湾文旅康养综合体
项目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本报讯（通讯员沈瑶 郑华宁） 连
日来，在小河镇梓丰村马头桥危桥改造
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抓紧进行桥体
浇筑施工。马头桥是当地群众出行主要
通道，由于桥身狭窄、年久失修，每年
一到汛期，河水就会漫过桥面，存在严
重安全隐患。

“该桥完成改造后，桥面宽度增加
到 7.5 米，并增设护栏等基础设施，预
计 7 月中旬完工。”小河镇乡村振兴办
公室工作人员陶捷介绍，马头桥改造完
成后，将极大方便小河镇居民出行，改
善区域交通运输条件，促进镇域经济发
展。

与此同时，不远处的丁香镇梓桐村
沿河路二桥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正在
河道内进行桥台回填作业，施工人员抢
抓晴好天气，加快项目建设。据了解，
该桥为新建桥，全长22.04米，桥宽6.5
米。建成以后，将改善丁香镇区以及梓
桐村王桥组、桂村组两个村民组出行条

件。
道路交通是基础工程，一头连着经

济发展大局，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保障。
近年来，石台县扎实推动“四好农村
路”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农村公路危
桥改造工程，并按照危急程度和群众出
行需求，逐步纳入升级改造计划。

“我县2024年危桥改造项目共有9
个，其中，中大桥 4 个、小桥 5 个，总
投资3211.3万元。截至目前，已有4座
桥梁完工。”石台县农村公路发展服务
中心副主任陈鹏飞介绍道。

9个危桥改造项目稳步推进
总投资3211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朱宇 汪琳
琳） 6 月 14 日，总投资 486.88 万
元的仙寓山风景区电网优化工程
正式开工。

走进仙寓镇大山村工程施工
现场，笔者看到电网施工人员正
严格按照相关程序，进行大山
123线——徐村112线联络网架优
化的前期准备工作，确保工程建
设安全、合规、质优。

“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

优化电网结构，实现大山 123 线
和徐村112线电网“手拉手”，满
足仙寓山整个网架的供电需求，
大大提升25个台区、1300户用户
的供电可靠性。”仙寓镇供电所党
支部书记、副所长朱现华介绍。

据了解，该项目预计于今年
9 月 30 日投入运营，届时将有效
解决仙寓山风景区日益增长的用
电负荷问题，为景区高质量发展
提供有力的电力保障。

仙寓山景区电网优化工程开工

近年来，石台县深
入推进“老有所学”暖民
心行动，建设老年大学
（学校）72 所，初步形成
县、乡（镇）、村（社区）三
级老年教育网络。学校
开设民歌、舞蹈、摄影、
瑜伽、技能培训等 17 个
专业。图为县老年大学
老师上门教授县康平医
院医养中心学员唱民
歌。

通讯员 江雪飞 摄

近日，矶滩乡开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
动，现场以发放宣传手册、知识问答等形式，向村民介绍非法集资的常见
形式和手段，提高村民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

通讯员 巩乔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