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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两收 再生稻扩产提效
■ 本报记者 陈成

本报通讯员 张文涛

近日，记者来到怀宁县平山镇长滩
圩再生稻高质量发展示范片区，看见一
株株鲜嫩的稻穗随风轻摆，几名农技人
员穿行在田间查看稻子生长情况。

“这一季再生稻头茬在 8 月底已经
收割，眼下田里的二茬再生稻正处于齐
穗期，10 月底就可以收割了。 ”平山镇
农业站站长潘尤学向记者介绍，再生稻
可以一种两收。 头季稻成熟之后，只收
取稻穗，保留植株和根系，经过施肥和
培育， 原有的稻桩上会再次萌发新芽，
长出第二茬稻穗。

近年来，怀宁县在平山镇、茶岭镇、
黄龙镇等多个乡镇建立了千亩以上再
生稻种植推广示范片区，累计引进规模
种植户 86 户，共种植再生稻 5 万多亩，
头茬再生稻目前已全部收割完成。

“潘站长，快来我家地里看看稻子
长势。 ”看到农技人员来了，平山镇种粮
大户潘帮生赶忙上前咨询。

潘帮生从事农业生产种植 10 余
年，目前承包了 1300 余亩土地，主要种
植杂交水稻、糯稻。 在怀宁县农业部门
的推广下，今年他拿出了 260 多亩土地
试种再生稻。

“你家田里有点干，现在得赶紧灌
水，保持土壤湿润，不然会导致稻穗灌

浆不实，减少产量。 ”查看完潘帮生家的
稻田后，潘尤学说。

再生稻选种、指导育秧、防治病虫
害、 机械化收割……怀宁县今年组织
了几批农技专家团队到田间地头为
农户提供全过程指导 ，降低农户种植
再生稻的风险，增加产量、提高质量。

该县同时出台了
一系列奖补政策 ，鼓
励农户种植再生稻 ：
对规模种植再生稻的
种植主体， 每亩补助
150 元； 为促进再生
稻销售， 当地利用稻
谷补贴结构调整资

金， 对收购 1000 吨以上的公司或者企
业，每吨补助 60 元。

“今年我家头茬再生稻亩产达到了
700 公斤，稻子已经全部卖出去了。 听
说第二茬再生稻亩产有 200 公斤左右，
总的算下来， 还是种再生稻更赚钱，我
打算明年扩大种植规模。 ”潘帮生说。

精细栽培 粮食丰产人增收
■ 本报记者 何雪峰

这段时间，宿州市埇桥区西二铺乡
葛林村种粮大户雷修春“火”得很：不少
农业企业前来参观他精细栽培出来的
各种新品种粮食作物，一些企业看他是
种粮能手，有意投资他的农业项目。 许
多种粮户跑到老雷的地里看新鲜、学新
招， 不少人都表示来年要跟他学习，在
品种选择、田间管理上更加做好精细化
文章。

“种好粮食就要讲科学、重精细。”雷
修春带着记者来到他的千亩连片种植
玉米地，只见玉米植株健壮、籽粒饱满、

色泽均匀，相比之下，周边其他地块零星
种植的玉米田逊色不少， 有些地里还存
在玉米棒发育不完全的现象。 雷修春又
领着记者来到不远处的 200 亩大豆田，
只见眼前的大豆枝繁叶茂、结荚率高、果
实饱满，长势明显好于其它地块。

“每亩高蛋白大豆收个 350 公斤轻
轻松松。 种植前就已签了订单，比市场
价每公斤高出 4 角钱。 ”雷修春的脸上
露出自豪的神情。

同在一个村， 种粮为何是两个光
景？ 雷修春给记者细说缘由。

今年夏收夏种之后，当地先旱后涝
多阴天，不利于粮食作物生长，能不能

实现增产丰收，就要看后期田间管理能
否跟上。 夏季种玉米时正值干旱天气，
老雷采用机械化精量播种，并及时带领
务工人员浇水造墒， 抓紧时机抢种，达
到了“苗齐苗全苗壮”的效果。许多农户
都没想到，玉米出苗后又遇到连续强降
雨，老雷早有准备，他提前用开沟机在
垄上开沟，雨季及时清沟沥水，有效避
开了内涝渍害。 之后，他又按照农技专
家的建议及时追肥保证肥力。后期天气
持续高温，为了防治锈病等，老雷前前
后后打了两遍药，施了一遍叶面肥。 在
农业生产全过程，老雷还紧紧依靠农业
部门，实行苗情、墒情、病虫情、灾情监

测预警，适时加强田间管理。
“种田靠天收可不行，要拿出绣花

功夫，每一个时间节点、每一个步骤，都
做到精细化科学管理，这才能保证玉米
的产量和品质。 ”雷修春告诉记者。

在雷修春家庭农场门前，记者看到
了占地近 5 亩的仓储间和晾晒场。农机
大棚内，20 多台农业机械整装待发。

雷修春说， 像他这样的种植大户，
埇桥区政府专门批出了足够的农业设
施用地指标，解决了仓储晾晒的后顾之
忧。明年，他准备建一个烘干塔，进一步
增加粮食的经济附加值，同时为周边农
民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

10月 11日，蒙城县首届电
商直播创新创业大赛（初赛）开
赛，30多组 50多位来自蒙城本
地的参赛选手同台竞技， 通过
各自的直播平台向网友推介蒙

城特色产品。
本报通讯员 胡卫国 摄

铜陵常态化治理串通投标问题

本报讯 （记者 刘洋 通讯员 陈震）
铜陵市常态化、 机制化开展招投标领域
串通投标等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持续净
化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环境。今年以来，该
市共计约谈 40 名评标专家， 对 26 名专
家因评审失误、 不公正履职进行扣分处
理， 其中 1 名专家达到扣分限额清退出
库，7 名未通过考核专家清退出库。

铜陵探索管理体制改革， 由市公共
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集中行使房建、市
政、交通、水利工程方面工程建设招标投
标管理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解决执
法主体合法性等问题。 持续修订完善配
套制度规则，完善房建、市政项目综合评

估法模板。 该市进一步完善业绩运用规
则，实施多种因素综合评价，推动招投标
由“拼价格”向“拼质量”转变；紧盯关键
环节、载体，综合运用现场检查、书面检
查、 网络监测和实地核查等方式开展建
设工程招投标项目检查。

该市从严实施专家入库初审，严格落
实评标专家“一项目一评价”，规范履职行
为，采取约谈、清退出库等措施。 同时建立
对招标代理机构综合信用的星级评价和
监管制度，引导代理机构规范执业。 坚持
协同治理，加强与公安等部门联动，强化
信访投诉问题化解， 落实招标投标市场、
建筑市场、施工现场“三场联动”机制。

淮北全面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本报讯 （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丁

玲）淮北市精心遴选培训对象，有针对性
开设个性化专业技能培训课程， 深入实
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民生工程。 截至目
前，全市已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925 人，完
成年度培训任务。

淮北市优先遴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带头人、 产业发展带头人以及农业劳动
者和农业专业技术服务人员为培训对
象。 该市还遴选镇村妇联主席、女性创业
致富能手、 女能人及有创业意向的妇女

群众，开办 3期高素质女农民培训班。 经
过培训，140名高素质巾帼农民活跃在乡
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农村电商领域。

在开设专业技能培训课程的同时，
该市增设党史学习课程， 让参加培训的
新型职业农民提升学员发展农业农村产
业的信心和能力。目前，该市家庭农场已
发展到 5183 家 ； 培育农民合作组织
1376 家，带动农户 23 万户；主要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90%以上，比全
省高近 10 个百分点。

黄山屯溪区长效化整治农村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方建云 记者 吴江

海） 记者近日从黄山市屯溪区委组织部
获悉， 该区日前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集中攻坚行动，通过党建带群建，推动全
员参与、全域整治、全面提升，建立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 打造宜居宜业
宜游美丽乡村“大花园”。

今年以来， 屯溪区把农村环境整治
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书
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等内容，深
化农村网格精细化管理，持续开展“党建
引领乡村振兴” 擂台比武排位赛， 围绕
“治脏、治乱、治差”，组建党团员、妇女突
击队 190 支， 认领党员路长 （河长）207
个，开展联村公路、村道沿线、河塘沟渠、

公共场所、村内干道支路等全覆盖整治，
建立月督查排位考评、 季观摩评比互学
机制， 在各村设置环境整治月度 “红黑
榜”曝光台，全覆盖建立村级建筑垃圾临
时堆放点，建立 “日访夜巡 ”机制 ，实现
“日清日运、周查周巡”常态化保洁。

该区运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
道德讲堂等阵地， 加强乡村生态文明宣
传教育，发挥“五老理事会”“平安大妈”
“能人理事会”等农村自治作用，创新村
民积分制管理，采取“小手拉大手” “个
人自清+集体帮清”等方式，发动党员群
众参与全域环境整治 , 引导村民培养
“收拾屋子、打扫院子、整治村子”的良好
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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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罗宝

通讯员 董超 谈秀伟）今
年， 滁州市南谯区从技
术指导、农机服务、安全
检查等方面着手， 全面
吹响“三秋”生产“集结
号”， 确保全区 38 万亩
水稻及时收获、 颗粒归
仓，同时做好 18 万亩小
麦、2.5 万亩油菜、1.8 万
亩蔬菜和 3000 亩其他
农作物秋种准备工作。

南谯区以产业扶贫
指导组为基础， 组织系
统技术骨干 72人赴 8个
镇开展现场教学， 引导
农户（大户）合理规避恶
劣天气， 适时开展秋收
秋种工作。 通过课堂讲
学和网络咨询等方式开
展机械装备检修、 测土
配方施肥、 病虫害防治
等技术培训。

该区检修和调试各
类作业机具 2200 多台
套， 协调社会化服务组
织开展送修、送配件、送
技术到田间地头， 累计
发放 “农机加油卡”160
多份， 开辟农机加油绿
色通道 8 个， 组织农机

合作社或农机手与农户开展订单作业
和一条龙服务，明确技术规范，提高机
具作业效率和作业质量。

南谯区农业农村部门联合市场监
管部门集中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整治活
动，对种子、农药、化肥等生产经营进
行拉网式排查， 着重提高监督抽查覆
盖率和监督抽查的针对性、实效性。

电商直播大比拼

10月 11日，寿县堰口镇党员干部踊跃无偿献血。 近期，寿县各乡镇采取多种形
式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结合党员主题活动日，组织乡镇机关、驻村工作
队、村“两委”党员干部带头参加无偿献血。 特约摄影 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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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美景带旺小镇旅游
■ 本报记者 汤超

本报通讯员 金诗松

近日，记者来到桐城市嬉子湖镇嬉
子湖生态旅游区，景区内彩旗飘飘，游客
服务中心装扮一新，到处充满了节日的
喜庆氛围。 伫立嬉子湖畔，凉风习习，湖
面烟波浩渺，不时见到大雁、白鹭在水面
上飞过，游客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

“嬉子湖是 4A 级景区。 国庆节假期
以来，很多游客过来游玩。 5 艘游船天天
全都满载。 ”游船驾驶员朱峰说道。

“景区依托生态湿地、水上乐园、天
文科普等旅游景点及配套设施，推出特

色旅游项目，景区吸引力明显提升。 ”嬉
子湖生态旅游区负责人方志说。

嬉子湖镇党委书记吴超告诉记者，
嬉子湖镇水乡特色明显，生态环境良好，
曾荣获安徽省环境优美乡镇、 省森林城
镇、省特色旅游名镇等称号。 近年来，嬉
子湖镇紧紧依托当地旅游资源， 打造了
嬉子湖生态旅游区、嬉湖印象生态园、蟠
龙湾田园综合体园等一批旅游项目，串
珠成链，以“生态绿岛，欢乐水乡”为建设
品牌，逐步建立起绿色旅游、生态旅游的
格局。

在距离景区 2公里处，桐城嬉湖印象
生态园里月季花、玫瑰、欧叶菊花开正艳，

观光的、垂钓的、野炊的游人络绎不绝。
“我们生态园区不仅景色优美，游玩

的项目也比较丰富， 可以充分满足游客
的休闲需求。”嬉湖印象生态园项目总监
刘卫兵说。 该生态园占地约 1400 亩，精
心设计了农家土灶、亲子露营、休闲采摘
等项目，带动了水产品和餐饮等消费。

“这个花好漂亮， 快拿出手机合个
影。 ”在生态园内，一群老师和家长领着
孩子们观赏沿途景色。“考虑到家长平时
工作忙没有时间， 正好趁着假期组织家
长和孩子一起去户外游玩， 不仅让孩子
们更好地亲近大自然， 也加深了亲子之
间的感情。 ”一位带队老师说。

淮南大通区跟踪督办纪检监察建议

本报讯 （记者 柏松 通讯员 张萍）
近日， 淮南市大通区纪委监委向孔店乡
政府发出了《监察建议书》，就该乡在对
原乡办企业管理方面存在不到位的情
况，提出整改意见和整改时限。

为充分发挥监察建议书纠正偏差、
标本兼治的作用， 大通区纪委监委坚持
问题导向、对症下药，对监督检查、审查
调查发现的共性问题，剖析深层次原因，
深入查找问题根源，细化建议举措，提高
操作性。 同时，指定专人跟踪督办，强化
纪检监察建议反馈跟踪机制， 综合运用
电话督办、 现场督查等方式及时督促相

关单位强化监管、抓好整改，压紧压实案
发单位党委（党组）整改主体责任特别是
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确保问题整改不走
过场、落地见效。

今年以来， 大通区纪委监委共下发
各类建议书 6 份， 提出整改建议 15 条，
共涉及 3 个部门单位。此外，该区还对前
期制发的监察建议书进行分析总结，进
一步严格规范监察建议书制发标准，对
各单位的整改时限、整改效果开展“回头
看”，实施常态化跟踪问效，切实规范权
力运行，坚决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力
求纪检监察监督标本兼治。

肥西实现信访代办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许根宏）今年以来，肥
西县创新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全
面深入推广信访代理工作， 依法及时就
地解决群众诉求。 通过搭建三级代理平
台，设立县、乡镇（园区）、村（社区）三级
代理，形成“1+16+280”信访代理服务体
系，实现信访代办全覆盖。

“信访代理”是信访代理员根据信访
人委托，按照《信访条例》和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程序和方法， 代信访人向有关
部门反映诉求提出意见和建议， 协调联
络，反馈沟通，促成信访事项依法妥善处
理的一种信访形式。 为健全和完善代理

服务体系， 肥西县依托县来访接待中心
设立 1 个县级信访代理工作指导机构，
16 个乡镇（园区）设立信访代办服务中
心，全县 280 个村（社区）设立信访代办
服务站。

该县在全县建立一支由乡镇（园区）
工作人员、各村（社区）两代表一委员、法
律顾问、 退休干部和乡贤等组成的信访
代理队伍。 通过信访代理， 实现窗口前
移，变群众上访为信访代理员代理上访。
2021 年以来，肥西县乡镇（园区）已全面
开展信访代理，共代理信访事项 261 件，
按期办结 245 件。

山水画廊串起乡村美景
■ 本报通讯员 蒋国婷

本报记者 袁野

秋景引闲步，山游不知疲。 近日，记
者来到六安市金安区九十里山水画廊，
在画廊沿线各个景区， 来自全省各地的
游客络绎不绝。

“我们一大家子开了 4 辆车，来了十
几个人，早晨 7 点就从阜阳出发啦！ ”在
位于金安区张店镇的大别山石窟景区，
游客王红说，国庆长假，天气给力，孩子
们就组团带上家里老小自驾出行。

“这里自然景观、 乡村风光都好得
很，还有玻璃栈道、彩虹滑道、天空之镜

这些体验项目， 我们老少三代都玩得开
心！ ”王红告诉记者。

据大别山石窟景区负责人胡秀娟介
绍，这两年，景区新上的体验项目不仅丰
富了旅游产品供给，也提升了游客体验。
今年国庆节当天， 景区就接待了来自合
肥等地的游客 1000 余人。

在位于毛坦厂镇的东石笋景区，六安
本地人葛亮正带着孩子体验旱滑项目。

“两年来，景区上了不少新项目，高
空自行车、呐喊喷泉都挺有意思的。 ”葛
亮说， 这几年明显感到家乡的旅游市场
越来越红火，基础设施、服务保障、旅游
产品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位于九十里山水画廊核心区的金安
区消费扶贫地方馆线下馆现在也格外红
火。 本土品牌“十里果香”系列花生酥、黄
桃干，金安特产蒿子粑粑、农家土锅巴备
受游客青睐。据地方馆运营方金安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胡亮亮介绍，仅 10月 1
日当天，线下馆销售额就有 2万多元。

“销售情况比我们预计的还要好。现
在的游客不满足于观光游玩， 也希望能
带上有当地特色的伴手礼回去跟亲朋好
友分享。 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大策划促销
力度，在景区、酒店、农家乐积极铺货，把
金安特色的旅游商品带给更多游客，打
造更多爆款产品。 ”胡亮亮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