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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高标杆树立高标杆 聚力高质量聚力高质量

今年的 5 月 18 日是第 49 个国
际博物馆日，日前，当涂县博物馆
工作人员化身“文化使者”，带着精
心制作的展板和宣传资料，走进姑
孰镇凌云社区，向社区居民展示馆
藏文物，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让千年历史文化“走

出”展柜，“走进”百姓生活。
未来，当涂县博物馆将持续创

新文化传播形式，走进更多社区、
校园、乡村，让文物“活起来”“动起
来”，让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更多人
的心田，为文化传承注入新活力。

通讯员 汪宗本 王莎莎 摄

“移动博物馆”进社区

近日，当涂县公安局经侦大队
联合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中国农业
银行当涂县支行广场开展“为民同
心 为您守护”主题宣传活动，以贴
近生活的普法形式，为群众筑牢防
非反诈安全屏障。

活动现场，民警将复杂的经济
犯罪案例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家常
话”，针对非法集资、传销、金融诈
骗等高发经济犯罪，结合实际案
例，剖析犯罪背后的危害性与作案
手法，引导群众树立理性投资观

念。面对老年群体，民警以“高息
理财”“养生讲座”等为切入点，揭
露“养老服务”“养老项目”等骗局，
提醒老年人“捂紧钱袋子，莫贪小
便宜”。同时，鼓励群众主动提供
涉案线索，形成“全民反诈”合力。

下一步，当涂公安将深化“警
银联动”，依托社区网格与新媒体
矩阵扩大宣传覆盖面，以“零容忍”
态势严打经济犯罪，为群众财产安
全与经济秩序稳定保驾护航。

通讯员 周玉婷 卫学超 摄

“警银联动”共筑防非反诈安全防线

近日，第32届爱国主义读书教
育活动小学生讲故事比赛，在当涂
县青少年活动中心精彩上演。来
自全县各小学的 31 名“故事小达
人”，用饱含深情的讲述，带领观众
穿越时空，触摸红色记忆。

比赛现场，选手们用清脆悦耳
的童声，将一个个故事娓娓道来，
从古老的神话传说到近代的革命

故事，从悠久的历史传统到当代的
辉煌成就，每一个故事都蕴含着深
厚的文化底蕴和强烈的爱国精神。

未来，当涂县将持续深化爱国
主义读书教育活动，以丰富多样的
形式，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精神血脉，让爱国主义精神在
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通讯员 汪宗本 王沅霞 摄

童声叙峥嵘 少年当自强

■通讯员 黄蔚 杨凡

挖掘机长臂起落，压路机轰鸣穿
梭，当涂县S247（围乌路）改建工程现
场一派火热。这条承载着区域发展使
命的交通“大动脉”，建设面貌日新月
异，正改写着沿线群众的出行与生活图
景。

拆旧建新
一条路修到百姓心坎上

在S247（围乌路）改建工程二期石
桥镇施工路段，机器轰鸣，工人们忙碌
的身影穿梭其中，各项施工有条不紊地
进行着。不远处，村民周以喜家拆迁后
新建的房子正拔地而起，望着即将竣工
的新房和家门口即将通车的围乌路，周
以喜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眼中满
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周以喜的老房子原本位于道路规
划区域，为了支持道路建设，他毫不犹
豫地响应号召，积极配合拆迁工作。“一
开始，心里还是有些舍不得老房子，毕
竟住了这么多年，有感情了。但一想到

这条路修好后能给咱们带来这么多好
处，我就觉得值！”周以喜感慨地说。

周以喜的孩子在外地工作，以往回
家路途遥远且交通不便，每次回家都要
耗费不少时间和精力。而新路通车后，
从芜湖机场回家预计仅需二十分钟，相
比以往能节省近一个小时。“孩子回来
后，不仅有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子住，回
家的路也变得这么顺畅，一家人团聚的
时间也能更多了。”周以喜开心地说道，

“而且以后我们上街买东西、走亲访友
都方便多了，这条路真是修到了老百姓
的心坎上！”

路畅业兴
农产品运输按下“快进键”

道路交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
头系着民生福祉。对于沿线的养殖户、
种植户而言，这条路的建成将成为提升
经济效益的“加速器”，为产业发展注入
源源不断的动力，让农产品运输、销售
更加便捷高效。

护河镇种粮大户程皖便是其中的
受益者之一。他承包了1500多亩土

地，主要种植油菜等农产品。过去，满
载菜籽的货车到仓储基地，得绕一大圈
路，不仅耗时费力，还增加了运输成
本。遇到销售旺季，运输不及时还会影
响农产品的品质和价格。

“这条路通车后，不用再绕路了，能
节省不少时间和成本。而且，这条路通
到马鞍山市区，如果我们把农产品销售
到那边，能卖上好价钱，收入肯定能增
加不少。”程皖兴奋地说。

加速推进
早日通车增进民生福祉

在S247（围乌路）改建工程施工现
场，工人们顶着烈日，挥洒着汗水，全力
以赴地推进工程建设。从路基的填筑
到路面的铺设，从桥梁的架设到交通设
施的安装，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半点马
虎。

“我们严格按照施工规范和质量标

准进行施工，确保工程质量过硬。同
时，我们也在不断优化施工方案，加快
施工进度，争取让这条路早日通车，为
当地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项目
负责人说。

S247（围乌路）作为马鞍山“五横
六纵二联”市域主干公路网的重要组成
部分，项目二期、四期均位于当涂县境
内，建成后将成为马鞍山的南北向快速
干线道路，承担起聚合马鞍山东部地区
经济节点的重任，同时满足东部乡镇内
外客货运出行需求，对提升周边群众生
活质量、拉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积极而
深远的意义。

从阡陌变通途，到路通百业兴，围
乌路改建工程不仅是一条交通动脉的
升级，更是经济腾飞的机遇。随着工程
加速推进，一幅“道路如弦连城乡，产业
似火促振兴”的壮美画卷，正在当涂大
地徐徐铺展。

当涂“项”前冲！
围乌路改建畅通民生与发展“双动脉”

在太白镇老年学校，68岁的刘大
爷正跟着非遗传承人学唱当涂民歌，苍
劲的曲调里流淌着乡土文化的新活
力。近年来，太白镇以党建为引、以文
化为魂，创新构建“文化养老”生态体
系，让老年教育成为乡村振兴的“银色
引擎”，老年群体从养老迈向享老，勾勒
出“老有所学润心田、老有所为焕新颜”
的和美乡村画卷。

党建领航
织就“银龄学习圈”的治理密码

走进太白镇老年学校龙山分校，20
余名老党员正围坐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学
习党的政策理论。镇党委将老年教育纳
入乡村振兴大盘子，统筹盘活党群服务
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等多处阵地资源，通过盘活闲置校
舍、文化礼堂等场所，建成1所镇级老年
学校、16所村级老年学校、1所敬老院老
年学校及龙山老年分校，实现乡村老年

教育全覆盖。全镇老年教育活动场所面
积达7293平方米，配备多媒体教室、舞
蹈室、阅览室、健身室等功能区，为老年
人提供舒适的学习环境，打造出家门即
进校门的“半小时学习圈”。

“我们创新‘党建+老年教育+社会
治理’联动，让老党员成为‘文化火种’。”
镇党委工作人员说。通过动员老党员、
老干部担任教学点负责人，组建老党员、
老干部志愿者服务队，开展政策宣传、文
化辅导等活动，形成“党委牵头、部门协
同、社会参与”工作格局，打通老年教育

“最后一公里”。“银龄力量”成为基层治
理的“定盘星”。

学养融合
激活乡土文化“基因库”

“正月里来是新春，青草芽儿往上
升……”清晨，镇老年学校民歌班传出
悠扬旋律。太白镇老年学校以“需求导
向、兴趣引领”为原则，构建“适老化+本

土化”课程体系。镇老年学校开设了政
策法规、健康养生、声乐、健身舞蹈等适
老化课程，同时依托本地非物质文化遗
产资源，重点打造出当涂民歌、传统手
工艺、书法、剪纸等乡土文化课程，邀请
非遗传承人驻校授课。全年招收学员
368 人，开设教学班 20 个，开展教学
668课时，组织文化活动17场次，惠及
学员超2200人次。

模式创新
打造“银龄+”赋能矩阵

在太白村的田间地头，一支由老年
志愿者组成的“银发巡逻队”正在日常巡
查，他们臂戴红袖章，腰间挂着小喇叭，
既是政策宣传员，也是环境监督员。

“我们不仅是学员，更是乡村振兴的
‘编外干部’！”老年志愿服务队的王奶奶
自豪地说。镇老年学校成立的老年志愿
服务队，现有160名队员，他们利用业余
时间，积极配合镇、村两级开展环境整

治、矛盾调解、政策宣传等工作。老年志
愿者每年参与村（社区）服务600余人
次，调解邻里矛盾30余起，带动形成“以
老助老、以老带小”的互助风尚，成为基
层治理的“银色力量”。

如今的太白镇，老年教育已超越“打
发时间”的浅层需求，成为撬动乡村文化
振兴与社会治理的“支点”。镇老年学校
积极打造“春有成果展演、夏有游学实
践、秋有运动竞技、冬有迎新汇演”的四
季文化活动品牌。培育老年文艺团队4
个，吸收老年文艺队员200多人，创作编
排反映农村题材的文艺节目40多首，每
年开展文化下乡演出16场次，既丰富了
群众文化生活，又传播了文明新风。

“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未来，
太白镇将持续深化“银龄+”模式，让老年
教育成为“留得住乡愁、看得见发展”的
乡村文化地标，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在乡
村振兴中绽放“不老芳华”。

通讯员 吴家龙 古玉

太白镇：“文化养老”激活乡村振兴“银色引擎”

眼下，在江心乡宫锦村，红梅家庭养
殖农场成了一片甜蜜的欢乐海洋。沉甸
甸的桑葚缀满枝头，浓郁果香随风飘散，
吸引众多游客纷至沓来，共享田园乐趣。

走进桑葚园，层层叠叠的桑树枝叶交
织成翠绿穹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枝头
挂满了乌紫油亮的桑葚，宛如一串串黑宝
石，散发着诱人的光泽。游客们提着采摘
盒，穿梭在桑树之间，指尖轻触饱满的果
实，轻轻一摘，圆润的桑葚便落入掌心，有
的游客迫不及待将果实送入口中，清甜的
汁水瞬间在味蕾绽放，欢声笑语回荡在整
个果园。

“我们主打游客入园自由采摘模式，
既降低人工成本，又让大家沉浸式体验田
园乐趣。”农场负责人胡梅介绍，农场始终
秉持纯天然种植理念，坚持不施农药、不
打化肥，培育出的桑葚果肉厚实、汁水丰
盈、风味独特。即便今年遭遇干旱天气，
得益于科学的种植管理，桑葚依然硕果累
累，预计采摘期将持续至5月底。“听说江
心洲桑葚园的果子可以采摘了，一得到消
息，我们就和朋友约好一起来。这里的桑
葚又大又甜，口感特别好。”游客王女士一
边采摘一边笑着说道。

除了桑葚，农场还打造了四季鲜果采
摘园，梨树、石榴树等果木错落分布，确保
各个季节都有新鲜水果供游客采摘。此
外，农场内还养殖了土鸡、土猪、山羊等家
禽家畜，游客不仅能体验采摘鲜果的乐
趣，还能选购地道的农家风味产品。

每逢农忙时节，红梅家庭养殖农场便
成为周边村民的“家门口就业站”。除草、
施肥、采摘、销售，各个环节都活跃着村民
们的身影，农闲时的“增收路”越走越宽。

“在这里干活既能照顾家里，又能增
加收入，日子越过越有盼头！”在农场务工
的村民笑意盈盈地说。

近年来，当涂县大力推动农文旅融合
发展，以特色生态农业为基础，以乡村旅
游为引擎，将田园风光、农事体验、民俗文
化深度融合。不仅为乡村经济注入了新
的活力，更为游客打造了一处远离城市喧
嚣、沉浸式体验田园生活的理想之地，有
力地促进了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迈上
新台阶。 通讯员 李月 陈星

桑葚飘香
农文旅奏响振兴乐章

初夏时节，当涂县凌云山迎来一
年中最浪漫的“花期”，姑溪河岸长堤
两侧的月见草肆意生长，形成一片粉
白色的花海。微风拂过，花瓣轻轻摇
曳，这片“限定版”花海吸引着众多游
客慕名而来。

沿着青石板路拾级而上，葱郁竹
林间，七层凌云塔巍然矗立。这座始

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古塔，历经岁月
的洗礼，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兴衰变
迁，成为凌云山独特的文化符号。登
塔远眺，姑溪河蜿蜒如带，城市与田
园在薄雾中舒展成水墨长卷，引得游
客频频按动快门。

凌波桥附近的钓鱼台，因北宋词
人李之仪在此写下“我住长江头，君

住长江尾”的千古名句而闻名。如今
这里不仅是诗词爱好者的“朝圣之
地”，更变身潮流生活场，露营爱好者
们在空旷的草地上支起帐篷，享受着
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直播镜头里，
主播们以花海为背景，用“云端”视角
向百万网友展示“塔影入花波”的绝
美画面。 通讯员 唐咸 摄

凌云山月见草花海引客来

5月初，小龙虾抢“鲜”入市。这
两天，当涂县护河镇青山村光峰家庭
农场的300亩虾塘碧波荡漾，养殖户
俞光峰一早便忙着起笼收虾，一只只
色泽鲜亮的小龙虾跃出水面，勾勒出
丰收的画卷。

“多亏了稻虾蟹复合种养模式，
小龙虾提前上市，抢了一波好行情。”
俞光峰难掩喜悦。在当地农技专家
的指导下，他探索的“稻虾蟹复合式
种养”模式，不仅让小龙虾卖了好价
钱，虾苗也销售紧俏，他对今年小龙

虾丰产丰收充满了信心。
据了解，“稻虾蟹复合式种养”模

式是一种将水稻种植与虾、蟹养殖相
结合的新型生态模式。根据龙虾养
殖的周期，开展虾苗繁育，分批养殖
早虾、晚虾以及二龄蟹，实现稻田小
龙虾错峰上市，满足市场需求，增加
经济效益。“这种模式让虾塘‘一水三
用’，稻田增效、虾蟹增质、农民增
收。”护河镇农办副主任尹治星介绍。

小龙虾“蹦”出致富路，更“蹦”活
了乡村产业棋局。近年来，小龙虾产

业已成为村集体增收、农民致富的重
要渠道，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
强劲动力。在“稻虾共养”基础上，护
河镇还大力推广蟹麦、稻鱼等种养模
式，推动稻田综合种养多元化发展。

“我们要让‘一田多收’模式在全镇铺
开，让红色小龙虾成为乡村振兴的金
字招牌。”尹治星表示，随着“稻虾蟹
共生”生态农业的规模化发展，护河
镇正以产业融合之笔，在希望的田野
上书写“产业兴、农民富”的新篇章。

通讯员 邓磊

稻田小龙虾抢鲜上市 生态种养蹚出致富新路 日前，走进皖南小镇乌溪镇，
一幅幅“庭院诗画”正次第展开：粉
墙黛瓦间，花影摇曳生姿；青石巷
陌旁，绿意攀援成诗。从南广村吴
建伟家满墙的玫瑰“瀑布”，到七房
村张慧家蔷薇织就的“空中花廊”，
这座小镇正以庭院为“画布”，用绿
植作“彩墨”，在乡村振兴的卷轴上
勾勒出别具韵味的“现代桃源”。

这样的庭院美学在乌溪镇并非

个例。镇村两级主动作为，立足本
地资源，坚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
以政策扶持、党员带头、开展评选活
动等方式，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与环
境整治，引导群众从旁观者变身参
与者，主动清理杂物、栽种绿植，成
立管护队，打造美丽庭院。

未来，还将继续书写乡村振兴
新篇章，让乡村更美，群众更幸福。

通讯员 尤贵芳 摄

庭院方寸地 共筑“新桃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