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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费勤跃 记者 齐盈娣）记者从市统计局获
悉，1-4月，全市工业投资同比增长39 . 9％，高于全省
33 . 6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位。

保民生，水电热投资拉动作用强劲。全市涉及民生领域
的水电热行业在库项目95个，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个。在陕
电入皖、中煤电厂、霍山抽水蓄能电站等项目的带动下，
全市水电热行业投资同比增长142 . 7％，拉动全市工业投资
增长24 . 8个百分点。加速度，工业项目建设推进有力。全

市工业领域反映实物工作量的建安投资同比增长41 . 0％,高
于全市建安投资增速40 . 5个百分点，对工业投资的贡献率
为79 . 7％。其中，5亿元以上工业项目建安投资同比增长
48 . 5％。促转型，装备制造业投资占比提升。全市装备制
造业投资同比增长32 . 0％，占全部制造业投资的64 . 6％，
较去年同期提升6 . 4个百分点。其中，投资额居首位的汽车
制造业同比增长86 . 9％，占全部制造业投资的25 . 0％，较
去年同期提升9 . 1个百分点。

1-4月全市工业投资增幅领跑全省

阳光倾洒，蓝天白云倒映在波光粼粼
的湖面，水鸟在浅滩草木间自在嬉戏……
初夏时节，漫步于霍邱县城西湖畔，一幅
秀美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令人心旷神
怡。

“我在城西湖边生活了大半辈子，以
前这湖水又脏又臭，到处都是杂草，哪有
现在这么漂亮！现在家门口就是风景区，
我们都用不着出去旅游了！”城西湖乡望

淮村村民孙淮芝站在崭新的亲水步道上，
望着碧波荡漾的湖面，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这份喜悦，正是霍邱县河湖治理成
效最生动的注脚。

霍邱县地处淮河水系腹心地带，得天
独厚的地理条件孕育了丰富的水资源。境
内史河、沣河、汲河等河流纵横交错，城
东湖、城西湖、姜家湖三大湖泊，4大灌
区，4座中型水库及200多座小型水库星罗

棋布，水域面积广袤，水资源总量常年超
10亿立方米。然而，丰富的水资源也曾带
来严峻的生态考验。

作为重要的农业大县和水产养殖基地，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环东西湖乡镇的
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大量使用的化
肥农药、未经处理的稻虾养殖尾水，如同“隐
形杀手”侵蚀着湖水；两湖沿线养殖场的污
水渗漏、散养户的无序排放，更是雪上加霜；
加之农村污水管网建设滞后，湖泊长期缺乏
清淤，污染物不断累积，导致城东湖、城西湖
水质持续恶化。环评不达标、群众意见
大……伴随两湖水质的不断恶化，一系列问
题接踵而来。

面对生态困境，霍邱县委、县政府以
壮士断腕的决心，打响了河湖污染治理攻
坚战。2022年5月，一场科学精准的治理
行动正式启动。该县邀请安徽省生态环境
科学研究院专家团队深入调研，抽丝剥茧
找准污染源，量身定制《霍邱县城东湖水
体达标方案》和《霍邱县城西湖水体达标
方案》，确定城东湖10项、城西湖8项治理
措施，以“挂图作战、销号管理”的方
式，全面开启治理新篇章。

在点源治理上，霍邱县开展畜禽养殖
专项整治行动。对流
域内所有养殖场进行
地 毯式排 查 ，实施
“一场一策”精准治
理；在散养密集区推
行“分户收集、集中

处理”模式，让畜禽粪便变废为宝；投入
1000多万元完成城东湖2万亩生产生活基
地退渔退捕，帮助375户渔民转产转业。在
线源治理方面，投资5000多万元在城东湖
主要入湖口建设生态湿地，净化入湖支流
水质；在城西湖实施6000亩生态强化湿地
工程，筑起一道道生态屏障。在面源治理
上，霍邱县打出组合拳：建立绿色防控示
范区，推广科学施肥用药；建设水稻绿色
原料基地，推进化肥减量增效；开展稻虾
尾水处理试点，探索生态养殖新模式；投
入8000多万元完成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和污
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投资2 . 06亿元新建城
北第二污水处理厂，大幅提升污水处理能
力。在内源治理方面，拆除两湖内59处非
法圈圩，恢复2000多公顷水域面积；实施
生物净化工程，每年增殖放流100万尾鱼
苗，以鱼控藻，还湖水清澈。

为确保治理成效，霍邱县紧紧抓住河
湖长制这个“牛鼻子”。县委书记、县长
带头巡湖调研，县级湖长定期召开专题会
议，现场督导解决问题；创新建立生态检
察官制度，形成部门联动、联防联治的工作
格局；将河湖治理纳入绩效考核，与资金奖
补挂钩，层层压实责任。 （下转二版）

奋奋进进强强国国路路 阔阔步步新新征征程程

霍邱：“双湖”蝶变 淮畔焕新
本报记者 汪娟 宋金婷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5月28日，六
安市人民路小学与上海市松江区九里亭外国语
实验学校携手开展“六一云端寄情”活动，通过互
赠创意手工作品、书画作品等方式，搭建友谊桥
梁，传递节日祝福。
当日，在六安市人民路小学的美术课堂上，孩

子们全神贯注地准备着送给远方伙伴的礼物。一
年级一班的同学们绘制了“春夏秋冬”四季主题画
作和六安标志性建筑的绘画；二年级二班的同学
们创作了六一主题绘画和书法作品，童趣盎然；四
年级八班的同学们精心制作了手工艺品和书画作
品；五年级六班的同学们则集体缝制了端午节香
囊，寄托美好祝愿。与此同时，上海市松江区九里
亭外国语实验学校的同学们也热情参与，绘制了
充满上海特色的水彩画，并编织了精美的中国结，
每一件作品都饱含着对远方小伙伴的真挚祝福。
据悉，这些满载心意的礼物已于5月28日寄

出，并将于6月1日儿童节当天在两校校园内进行
主题展览。届时，两地的孩子们可以近距离欣赏彼
此的创意作品，感受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此外，
活动还将通过云端连线开展互动投票，评选“最佳
创意奖”，让节日的欢乐跨越千里，温暖传递。

治治理理后后的的城城东东湖湖，，水水清清岸岸绿绿，，风风景景如如画画。。（（资资料料图图片片））

本报讯（记者 储勇）近年来，我市积极创新举措，
持续赋能脱贫人口稳岗就业。截至今年4月，全市脱贫人口
稳定就业29 . 68万人，提前完成目标任务。

就业载体扩容增效。全市建成157家就业帮扶车间，吸
纳脱贫劳动力1474人；建立“双清单”动态管理机制，通
过“就业需求清单”与“岗位供给清单”精准匹配，创新
“直播带岗”“送岗下乡”等模式，提升人岗对接效率。
政策支持精准直达。我市积极落实创业担保贷款、一次性
创业补贴等政策，2021年以来发放脱贫劳动者创业贷款
1 . 12亿元，支持返乡农民工、脱贫群众创办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乡村振兴示范点”联动模式，
2024年以来，新增乡村创业项目5600个，带动家门口就业
8000人。同时，兜底保障坚实有力。我市严格乡村公益岗
管理，实行“按需设岗、以岗聘任、在岗领补”，为脱贫
人口稳岗就业托底护航，2021年以来，累计兑现乡村公益
岗补贴4 . 17亿元，外出务工脱贫劳动者交通补贴1 . 49亿
元，灵活就业补贴及居家就业补贴0 . 5亿元，就业帮扶车间
就业补贴0 . 33亿元。

我市29.68万脱贫人口

端稳就业“饭碗”

本报讯（记者 齐盈娣）为充分调动养老护理行业员
工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形成全社会尊老敬老、养老护老的
良好社会氛围，近日，市民政局、市人社局、市总工会、
团市委、市妇联联合主办2025年六安市养老护理职业技能
大赛，来自全市各县区32家养老机构的50名选手入围决
赛，同台竞技。

竞赛分为理论测试和技能实操两个部分，选手采取现
场抽签的方式决定出场顺序。赛场上，选手们身着统一服
装，精神饱满，操作严谨，动作规范流畅，在规定时间内
井然有序地完成各赛项，表现出娴熟的业务能力和人文关
怀。评委们严格对照评分标准进行细致考核，从选手的职
业素养、操作过程、操作质量、人文关怀等方面进行了公
平公正的综合评分。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决出一等奖1名、
二等奖3名、三等奖6名。前三名获奖参赛选手将代表我市
参加全省护理职业技能竞赛。

通过此次竞赛的举办，全市掀起崇尚技能、尊重人才的
热潮，提升了养老护理队伍的职业技能与服务水平。下一步，
我市将继续加强养老护理人才培养，为养老服务行业输送更
多高水平专业人才，推动养老护理事业快速可持续发展。

我市举办
养老护理职业技能竞赛

本报讯(记者 桑宏)
近日，金寨县首家首发经
济健康生活体验馆———
“中莱供销健康生活馆”
在上海正式开业。这一创
新型商业体验馆的落成，
标志着金寨县在推动县域
经济发展、加强县域商业
体系建设方面迈出了重要
步伐。
首发经济健康生活体

验馆秉持“健康生活，智
慧选择”的理念，汇聚了
健康食品、休闲娱乐等多
元化产品与服务，致力于
打造一个全面提升居民健
康水平的生活平台。馆内
精心规划产品展示区与互
动体验区，消费者既能近
距离接触各类优质健康产
品，还能通过沉浸式体
验，深度感受健康生活方
式的魅力。

作为该县在上海开设
的首家商业体验馆，该体
验馆的开业不仅为上海市
民提供了高品质的健康生
活体验，也为该县带来了

更广泛的市场影响力与品牌曝光率。通过此
举，金寨县向外界展示了本地丰富的资源与
潜力，进一步促进了县域商业体系的多元化
和现代化。首发经济健康生活体验馆的落
成，也将推动金寨县在商务经济模式上进一
步创新和升级，吸引更多企业与投资进入县
域市场，为当地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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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皖西学院，阳光洋洋洒洒地在
树梢与廊檐间轻盈流转，处处洋溢着生机
与活力。整理实验器具、收纳打包、搬运
到“新家”……5月21日一大早，安徽省
大别山中医药研究院的韩邦兴教授便忙活
起来。

“大的设备已经搬过来了，就剩下一
点小东西了，这两天就能正式过来办公
了。”韩邦兴和团队成员们的“新家”是
学校刚启用的一座新科技楼，整个5楼将
作为安徽省大别山中医药研究院，用于韩
邦兴团队的科研等工作。3000平方米的
“新家”，无论是科研设备还是办公环境
都大大升级，这对于刚刚获得省科学技术
进步二等奖的韩邦兴来说，无疑是喜上加
喜。

从业二十余年，韩邦兴带领团队围绕
霍山石斛等皖西特色中药材进行了系统的
探索和研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
题，构建了标准化技术体系，并成功实现
了产业化，为中药材产业的绿色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997年，被“调剂”到安徽中医药大
学的韩邦兴，“被迫”开启了与中药学的
缘分。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多年之
后，当初的“不情愿”在实践中逐渐升华
成“热爱、执着”，成就了如今名副其实

的中医药领域科学家。
“随着学习的深入，我逐渐对中药学

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在硕士、
博士、博士后的深造过程中，我接触到了
很多优秀的老师，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更多
中药学研究的奥秘，越发觉得有意思。”
交谈间，韩邦兴无意中抬高的声调，透露
出他对中药学的深深热爱。

也正是凭借着这份热爱和对科研的执
着，让他多年来深耕于霍山石斛等中药材
的生态种植研究，也一路见证了石斛产业
的发展壮大。

被誉为“十大皖药”之首的霍山石
斛，市场需求量大但自然资源匮乏。据
《本草经集注》描述：“（石斛）生石
上，细实，桑灰汤沃之，色如金，形似蚱
蜢髀者为佳。”然而，随着规模化的大棚
种植逐渐普及，韩邦兴发现，石斛的产量
虽然提升了，但“蚱蜢髀”的形态特征却
不见了。“中药材具有‘顺境出产量、逆
境出品质’的特点，大棚种植量大，但品
质就打了折扣，生长出来的石斛体形也发
生了变化。”韩邦兴解释道，“因此，如
何在满足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尽可能保证
霍山石斛的品质就尤为重要。”

2017年，在中国中医科学院黄璐琦院
士和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郭兰

萍研究员的带领下，韩邦兴和他们一起首
次提出了“生态农业是中药农业的必由之
路”的概念，并获批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将霍山石斛作为重要研究对象开展
林下种植。经过大量研究，2021年，团队
再次提出“拟境栽培”生态种植理论，在
比较分析大棚种植、林下栽培、仿野生栽
培三种不同栽培方式下，霍山石斛的不同
长势、不同品质以及经济效益，提出以模
拟中药材自然生境栽培的方式，不刻意除
虫除草，达到“优形”“优质”“优效”
的综合效益，为开发高品质的霍山石斛提
供了有力依据，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药材
种植模仿农业种植的模式。

“安徽、河南、甘肃、广西……那几
年，无论我到哪作报告，讲的都是霍山石
斛生态种植，希望大家了解生态种植的优
势，进而接受推广生态种植。”韩邦兴
说，难能可贵的是，中药资源生态学专委
会等越来越多的国家级专业委员会和科研
团队也开始认可生态种植。（下转二版）

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农村饮
水安全关乎千家万户福祉，更是乡村
振兴的基础工程。近日，霍山县与儿
街镇四顾冲村村民通过“民呼快应”
平台反映：家中自来水水压一直不稳
定，向自来水厂多次反映无果，希望
相关部门核实，尽快解决问题。目前，
这一问题有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近
日，市效能建设督查人员来到霍山县
与儿街镇四顾冲村进行了实地查看。

四顾冲村地处大别山腹地，是个
典型的山区村。督查人员从村民处得
知，以前这里供水不稳定，雨天水质
差，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
村民范行根曾为二楼太阳能频繁“罢
工”苦恼，他说：“以前水压不行，比如
二楼的太阳能热水器加不上水，洗澡
就成了麻烦事。”村民胡成国则是挖
了一口水井，来保障家里日常用水。

接到村民诉求后，霍山县水务局、
霍山县水投公司等单位前往现场调查
了解情况。原来，因为通往村里的自
来水未经过中途加压泵站，造成水压
不稳定。

霍山县农村饮水服务中心主任
洪勇表示：“因为四顾冲村坐落在与
儿街镇的西南方向，属于丘陵地区，
海拔在300米左右。为解决这里水压
低、水量不足的问题，霍山县大力推
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通过逐级加压，将自来水从120米海拔
提升到300米海拔，使城乡供水实现同源、同网、同质、同服
务，进一步提高了农村饮水保障水平，让老百姓生活用水更
满意。”

这场“源头解困战役”的背后，是霍山县城乡供水一体化
建设的系统布局。近年来，霍山县加速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
进程，全县范围内新建增压泵站30多座，铺设供水管网1200
公里，来自佛子岭水库的优质“放心水”经过逐级加压流入广
大农村地区的千家万户。

洪勇指着身后为四顾冲村自来水中途加压的加压泵站，
告诉督查人员：“就是通过这个加压站将自来水层层加压，送
到高海拔山区的村民家中。目前，四顾冲村3500人全部使用上
了城市自来水，实现了城乡接合部供水同源、同网、同服务。”

成效在村民的笑颜中显现。村民范行根高兴地表示：“现
在水哗哗的，再也不用担心水压不足，用不上自来水了，我们
一家都能洗个畅快澡了！”村民胡成国也不用每天费力地去
打井水用了。

汩汩清泉越山来，滴滴甘露润心田。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
给农民带来的不仅是“喝水无忧”，还体现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霍山县通过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区域供水规模化、
集中供水规范化，逐
步构建起“统一规
划、统一建设、统一
管理、统一服务”城
乡供水保障新格局，
让清泉翻山越岭浸润
千家万户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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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织梦 药香致远
——— 皖西学院韩邦兴教授解锁中药材生态种植之路

本报记者 齐盈娣

沪沪皋皋童童心心““云云端端””连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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