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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江淮记者走基层

■ 本报记者 范克龙

小麦赤霉病是我省小麦主产区的

首要病害，不仅严重影响小麦产量，带

病籽粒产生的真菌毒素还会恶化籽粒

品质，严重影响小麦的质量安全，已成

为当前制约小麦生产安全及麦类食品

质量安全的最严重病害之一。

当前，我省小麦陆续进入抽穗扬

花期，正是赤霉病防控关键时期。为

打赢小麦赤霉病防控硬仗，确保小麦

安全生产，在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

治指挥部指导下，安徽农业大学植物

保护学院专家们奔赴全省各地小麦产

区，开展小麦赤霉病防控技术指导，助

力打赢小麦赤霉病防治攻坚战。

连日来，省小麦赤霉病第二巡回

技术指导组专家、安徽农业大学教授

陈雨深入铜陵、亳州等地，开展小麦赤

霉病防控技术指导，解决基层技术人

员 和 农 户 防 治 工 作 中 遇 到 的 技 术 难

题。陈雨说：“沿江地区目前已进入小

麦赤霉病防治关键期。由于地处常年

发病区和重病区，要尽量选择防控效

果优异的药剂品种，如氟唑菌酰羟胺、

丙硫菌唑、氰烯菌酯等药剂品种。同

时也要选好用药器械，在用无人机施

药 时 加 大 用 水 量 ，提 高 药 剂 防 治 效

果。还要密切关注近日天气情况，如

果遇连阴雨，要及时补防补治。”

陈莉是省小麦赤霉病技术指导组

专家，长期从事小麦赤霉病抗性品种

鉴定。近期，她和团队成员不仅深入

各地指导技术人员、种田大户等开展

防控，还带领实验室人员开展小麦赤

霉病田间药剂防治试验，筛选出防治

效果好的药剂配方。

“近三年来，植保学院‘绿色农药

研发与应用’课题组围绕小麦赤霉病

防治，每年高质量评估 20 余家企业提

供的 30 份左右防治药剂，选择防治效

果 好 、生 物 毒 素 控 制 作 用 强 的 药 剂 。

同 时 ，选 择 不 同 作 用 机 制 、可 以 实 现

交 替 轮 换 使 用 的 药 剂 。 通 过 工 作 开

展，已培养出一批小麦赤霉病防控的

青 年 技 术 人 才 。”安 徽 农 业 大 学 植 保

学 院 生 物 安 全 系 主 任 方 庆 奎 教 授 告

诉记者。

“目前，我已连续三年参加全省不

同药剂对小麦赤霉病的防效试验。通

过开展试验，极大提升了自身实践应

用能力。”安农大植保学院博士生蒋明

浩说。

我 省 是 赤 霉 病 易 发 、重 发 区 域 。

据 预 测 ，2023 年 小 麦 赤 霉 病 在 我 省

大 流 行 风 险 高 。“ 据 天 气 预 报 ，最 近

降 水 增 多 ，与 小 麦 抽 穗 扬 花 期 吻 合

度 较 高 ，或 导 致 赤 霉 病 暴 发 流 行 ；小

麦 灌 浆 期 遇 连 阴 雨 或 雾 露 天 气 ，也

将 加 重 赤 霉 病 发 生 程 度 ，防 控 形 势

严 峻 。”安 徽 农 业 大 学 副 校 长 、省 小

麦 赤 霉 病 防 控 技 术 专 家 组 组 长 操 海

群 表 示 ，要 抓 住 防 控 关 键 时 期 、关 键

节 点 ，及 时 组 织 开 展 统 防 统 治 和 小

农 户 代 防 代 治 ，专 家 组 将 充 分 发 挥

技 术 优 势 ，加 强 农 技 指 导 服 务 ，科 学

有 效 开 展 防 控 ，助 力 全 省 打 赢 小 麦

赤霉病防控攻坚战。

连日来，我省小麦赤霉病防控专家深入各地指导——

“医生”下田头“把脉”促丰收

■ 本报记者 张敬波
本报通讯员 周明助

“感谢政府给企业纠正错误行为

的 机 会 ，让 我 们 感 受 到 执 法 的 温 度 。

今后我们将更加重视生态环保工作，

努力消除风险隐患，确保环境安全。”4
月 12 日，面对生态环境部门作出免罚

决定，广德市一家密封件有限公司负

责人道出心声。

前不久，广德市生态环境分局执

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建设

项目竣工投产，但配套建设的环境保

护设施未按要求进行验收。执法人员

遂向企业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

定书”。

该公司收到决定书后，及时开展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并

经整改顺利通过验收。鉴于该公司系

首次违法，且环境违法行为轻微并及

时改正，广德市生态环境分局决定免

除其 33万元罚款。

无独有偶，郎溪县一家建材有限

公 司 因 未 按 时 开 展 自 行 环 境 监 测 ，

被 当 地 生 态 环 境 分 局 执 法 人 员 现 场

检 查 时 发 现 。 经 过 批 评 教 育 ，当 场

整 改 ，也 按 照 适 用“ 免 罚 清 单 ”给 予

免除处罚。

为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提升环境

执法和服务水平，省生态环境厅、省司

法厅先后于 2021 年和 2022 年分两批

联合印发《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违规行

为免罚清单》，明确了不予行政处罚的

27 项轻微违法违规行为情形和条件，

全面开展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行为容错

免罚，给予企业改正机会和适度容错

空间。

宣城市生态环境部门严格按照免

罚清单规定，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

原则，对违法行为轻微的，及时纠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对已实施不予处罚的当事人适当加强

监管。截至今年 3月中旬，该市运用免

罚清单共对 9 家企业作出不予处罚决

定，免罚金额 66.6万元。

“实施免罚清单制度，探索包容审

慎监管方式，充分体现了处罚与教育

相结合的原则。”宣城市生态环境局有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举给行政相对

人一定的容错空间，彰显了环境执法

温度，在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协

调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助力营造最优营商环境。

宣城市生态环境部门探索包容审慎监管方式——

实施免罚清单 激发企业活力

国家统计局 4 月 18 日发布的今年

一季度数据显示，国内生产总值同比

增 长 4.5% ，比 上 年 四 季 度 环 比 增 长

2.2%。国内需求逐步扩大，就业物价

总体平稳，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企业

预期总体改善……一季度我国经济运

行开局良好，要乘势而上，继续巩固企

稳回升势头，多措并举推动经济运行

持续整体好转。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循环逐步改

善。一季度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3

个行业同比保持增长，增长面超过五

成；货运量同比增长 5%，客运量增长

26.3%……人员“动”起来，物流“忙”起

来，流动的中国迸发蓬勃活力。

一季度，国内需求逐步扩大，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5.8%，最终

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66.6%，

我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需求潜力快

速释放。

当前，国际环境依然复杂严峻，世

界经济增长趋缓态势明显。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预计 2023 年世界经济增速

将从 2022 年的 3.4%下降至 2.8%，较此

前预测下调 0.1 个百分点。坚定信心

的同时，也要保持清醒、增强忧患意

识，兼顾稳与进、立足当前和长远，加

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

量发展的合力。

开局良好，未来可期。全面贯彻

落实中央部署，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

策，综合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深化改

革开放创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我们完全有能力和条件推动经济持

续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

的合理增长。

人员“动”起来 物流“忙”起来
潘 洁 魏玉坤

·基层实践·

■ 本报记者 罗 宝
本报通讯员 郑成雪

红烧带鱼、三鲜肉丸、肉烧冬瓜……

上 午 11时，位于定远县西大街养老服

务中心的老年食堂香气四溢，不一会，

食堂里坐满了前来用餐的老人。

“我只花 5 块钱就能吃上两荤一

素，不仅味道好，价格还实惠。”刚吃完

饭的张宏贤老人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自去年 5 月西大街社区老年食堂

建成运营以来，家住附近的张宏贤就

成了这里的常客。

“年 纪 大 了 在 家 做 饭 不 方 便 ，以

前都是随便对付一顿。自从有了老

年 食 堂 ，每 天 饭 点 带 着 就 餐 卡 来 就

行，让我们省了不少心。”日前，张宏

贤对记者说。

去年，定远县聚焦老年群体需求，

在全县建设老年食堂及助餐点 82 个，

其中城市社区 40个、农村 42个。

“除 了 老 年 人 ，老 年 食 堂 还 颇 受

附近年轻人欢迎。目前，食堂日均用

餐量可达到 130 人次。”西大街社区养

老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婷婷告诉记者，

该中心由江苏禾康养老服务集团实

施品牌化、连锁化运营，以“15 分钟服

务圈”为单元，按照“中央厨房+城市

社区老年食堂+社区老年助餐点+送

餐上门服务”模式，依托中心中央厨

房，向城区其他养老服务中心助餐点

提供助餐服务。

截至目前，该中心服务人群辐射

定 城 镇 17 个 社 区 ，助 餐 服 务 约 2 万

人次。

针对部分高龄、腿脚不便的老人，

养老服务中心还提供免费送餐上门服

务，形成了集中配（送）餐中心、助餐

点、分发到人的三级就餐网络。养老

服务中心还携手社会组织、志愿者，开

展为老助老各项服务活动。

“厨房干净又敞亮，工作人员很热

情。这里还有活动室，饭前饭后可和

其他人一起下下棋、聊聊天，人多才热

闹。”今年 77岁的戴玉顺老人说。

“除了就餐，养老服务中心也是老

年人交流、娱乐的地方，还提供健康管

理服务。”孙婷婷说。

今年，定远县将巩固提升已建成

的老年食堂及助餐点服务质量，并计

划新增 34 个城乡老年食堂及助餐点，

惠及更多人。

定远县老年食堂及助餐点建设提速提质——

老年人直夸“味道好”

■ 新华社记者 李亚彪 张紫赟

“来了，老宋！”

“是呀，你也是每天按时来，胃口

怎么样？”

“ 哈 哈 ！ 跟 今 天 的 菜 一 样 ，挺

好 的 …… ”

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石化路街道

大湖社区的老年食堂内，70 多岁的宋

烈勋一边和老友打招呼，一边打好了

饭菜。

窗明几净的环境、熟悉的社区老

友 、热 腾 腾 的 饭 菜 …… 中 午 不 到 12
时，这里便坐满了就餐的老年人，大家

边吃边聊。

宋烈勋是这里的常客。由于老伴

长时间在外地给儿子带小孩，“在哪

吃”“吃什么”曾是困扰他的“小事大难

题”。自从社区有了老年食堂，现在老

宋每天从家步行两分钟，就能吃上可

口的饭菜。

食堂挂出的当日菜谱上，有肉汁

锅巴、冬瓜烧肉、虾米豆腐、红烧带鱼、

桂花年糕等荤素菜品。吃完饭交回餐

盘，宋烈勋站在院子里和老友们继续

聊天。

“中午有 10 道至 12 道菜品可选，

干净卫生，吃着放心，60岁以上的老年

人还有就餐补贴。”大湖社区党委书记

陈长珍说。

据陈长珍介绍，该社区常住居民

有 8000多人，其中 60岁以上的老年人

近 3000 人。这个老年食堂依托社区

“为老服务驿站”设立，由专业养老机

构运营，深受老年人欢迎。

安庆市民政部门的数据显示，这

里常住老年人口达 92.7 万人，老龄化

率高于全国和安徽省，助餐等养老服

务需求旺盛。

“吃饭问题关系到老年群体的健

康 和 生 活 质 量 ，牵 动 着 在 外 子 女 的

心 。”安 庆 市 民 政 局 局 长 汪 久 清 说 ，

安庆借助老年助餐被列入安徽省十

大“ 暖 民 心 ”行 动 的 契 机 ，近 两 年 陆

续建成或改建成 500 多家老年食堂、

助餐点。

有的地方还探索了固定点助餐与

流动助餐相结合的路径。在安庆市宿

松县九姑乡，记者看到，当地依托中心

敬老院建设了中央厨房，集中制餐，并

安排车辆为地处偏远、出行困难的老

年人送餐。

从核心城区到偏远山区，安庆的

老年食堂、助餐点实现了对所有乡镇

街道的全覆盖，累计开展助餐服务近

50万人次。

据安庆市财政局副局长朱宝根介

绍，老年助餐经费的来源包括财政投

入、企业投资、社会慈善捐助等，其中

各级财政投入约 4000 万元、撬动社会

投资 5000万元。

记者在安庆市怀宁县马庙镇汪洋

社区的老年食堂看到，餐厅宽敞明亮，

中央空调、消毒柜等一应俱全，可容纳

80 人就餐。“这里由闲置场所改造而

成，降低了成本。”该社区党总支书记

方正说。

方正说，汪洋社区的老年食堂最

初只向老年人开放，后发现周边工业

区的务工人员就餐需求大，便开始对

外营业，拓宽了收入来源，实现了可持

续运营。

记者看到，许多老年食堂同时配

备了文体娱乐设施，非就餐时间还安

排了知识讲座、健康咨询、公益电影放

映、社交互动等活动。

“我们不仅提供助餐服务，也提供

精神食粮，餐桌也是书桌、茶桌、议事

桌，让大家既‘暖肠胃’，又‘暖心窝’！”

汪久清说。

安庆市拓展养老助餐服务内涵——

从“暖肠胃”到“暖心窝”

▲ 4月 17日，利辛县汝集镇夏寨村农民利用植保无人机对小麦进行病虫害防控。眼下，亳州

市 600 多万亩小麦普遍进入齐穗扬花期，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专家和科技特派员，深入

田间地头，查苗情、开“处方”，确保夏粮丰产丰收。 本报通讯员 刘勤利 何永芹 摄

▲ 日前，宿州市埇桥区杨庄镇韩庄村种粮大户

积极开展小麦病虫害防治。当地通过开办“田间

课堂”技术培训等方式，指导粮农加强田管。

本报通讯员 张从本 摄

◀ 4 月 19 日，在濉溪县五

铺农场，农民开展小麦赤霉

病防控。连日来，当地农技

人员纷纷下乡，指导农民开

展病虫害防治。

本报通讯员 万善朝 摄

麦管正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