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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扎实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8月26日，笔者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

近年来，我省按照“分类施策、梯次推进、建管

并重”的原则，扎实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截至今年7月，全省累计完成5281个行政村生

活污水治理，治理率从“十三五”末的13.6%提

升到35.8%。今年以来，共完成593个行政村

生活污水治理，治理率较2023年底提高了4个

百分点。

为做好农村地区生活污水治理，省生态环

境厅指导各市以县（市、区）为单位编制或修订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或方案，并将四类村庄

作为生活污水治理重点区域，即乡政府驻地或

人口居住较集中的中心村；生活污水乱倒乱排

严重、厕所粪污去向难以解决、群众反映强烈

的村庄；位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敏感区

和重点湖库周边的村庄；引江济淮沿线的村

庄。

同时，我省结合地域特点，遴选出皖南地

区“黑灰同治+土地渗滤”、皖北地区“三池一

地”资源化利用、皖西地区“生活污水+农业面

源”流域共治等典型模式，指导全省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资源化利用。对于离城镇较近的村

庄，通过建设管网将农村生活污水纳入城镇污

水处理厂统一处理。对于乡镇政府驻地和小

集镇，以及常住人口较多的集中居住区，经充

分论证并征求村民意见后，建设规模适当的处

理设施来收集处理生活污水。

为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成效，我省连续

2年开展集中式农村污水处理设施问题排查，

针对管网不配套、运维不到位等问题开展专项

整治。其中，对日处理能力在20吨以上的农村

污水处理设施，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出水水质

监测，水质不达标的及时督促整治。

我省还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情况纳入省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长江（安徽）经济带生态

环境警示片内容，压实主体责任，从严推动问

题整改。按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验收评估细

则》要求，每年开展验收评估，并将结果作为污

染防治攻坚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考核的重

要依据，切实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罗晓宇）

浅谈移动式装箱机改进构想
当前，正是我们粮食收

储企业夏粮入库的有利时

节，笔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

历在粮食入库过程中对于移动式装箱机如何

更好利用机械资源减少人工劳动成本，提高工

作效率方面有如下思考：

移动式装箱机的广泛应用，极大地减轻了

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粮食的入库效率。但

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操作困难。

由于当前的仓储库房都是高大平房仓，纵身长

距离远，对于有十八米的移动式装箱机来说，

往往会出现粮食堵塞轮胎、埋住机械，给工作

造成延误。

针对此种情况，我与几位同事经过反复实践，

找出了一条既经济又实用的方法，既可以多送粮

食又能让移动式装仓机自由退出的好方法。取三

块1.22M*2.44M的木模板，4根2M方木，1M方木

若干，钻尾丝等，需要工具：电焊机，砂轮切割机、手

钳、电动工具等。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首先，取二根与支撑腿相同的丝杆，保持

同一直线分别牢固焊接，此操作是防止支撑腿

因粮面太高不至于掩埋的。然后在移动式装

仓机前面放置一块木模板，其次在两边也分别

放置一块模板，按照移动式装仓机前部支撑腿

高度与大小，切割合适的孔径，以便两口模板

分别嵌入支撑腿当中，两块模板与前面模板呈

90°角，再取方木与前面模板切合长度保持一

致，此后左右两边也分别放置方木，方木与方

木之间也呈 90°角，都分别固定在支撑腿上

部，方木与模板用钻尾丝

固定，调整支撑腿到合适

位置后，目测模板与粮仓

地面保持2cm左右，检验所有模板与方木连接

好、加固，个别地方也可以用铁丝相连。

经过改装后因为粮食的散落性问题本来

打不到的地方，现在都能打到位，极大地提高

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工人平仓倒粮的劳动强

度。此方法得到了单位领导与同事的一致好

评，通过此次的改进，我对单位机械使用方法

有了更深入的心得体会，同时我也会主动与同

事探讨和分享我的亲身感悟。在今后的工作

和生活中，我会更加努力的学习，借助学习二

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会议精神，本着牢记使

命，不忘初心的本真，继续做好单位的一颗螺

丝钉，干好本职工作。 (于仨)

8月25日，由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

进司指导，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业

电影电视中心、山西省农业农村厅主办，中共

阳城县委、阳城县人民政府承办的“大地流彩·

乡村大讲堂”启动仪式暨山西阳城——华夏桑

蚕溯源宣讲活动在山西省阳城县举办。

活动现场发布了“大地流彩·乡村大讲堂”

的整体方案，乡村大讲堂分为农业文化遗产、民

俗文化、农耕农史、乡村艺术、文体活动等多个

版块，主要聚焦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189

项），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2项），各地

民俗、文化、体育、节庆、旅游等活动，深入挖掘

乡村能工巧匠和非遗传承人，展示农民画、皮影

戏、刺绣、泥塑、剪纸、埙、漆器等丰富多彩的民

间艺术，宣传推介各地农文旅融合典型经验。

据悉，2024年农业农村部联合中国文联

共同推出了“大地流彩——全国乡村文化振兴

在行动”系列活动。乡村大讲堂是“大地流彩”

系列活动之一，主要是组织文化、农史、民俗、

艺术等领域专家，结合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资源，通过专家讲解、实

物或图片展示、视频动漫演示等多种方式展现

乡村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

值，力求图文并茂、生动有趣、寓教于乐开展文

化科普教育。

山西阳城蚕桑文化系统于2021年入选第

六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阳城栽桑养

蚕起源于商周，盛于唐宋，已有3700多年的悠

久历史。启动仪式上，八音会、阳城鼓书等极富

地方特色的文艺演出，展现了阳城人与蚕桑为

伴的美好生活。蚕桑产业代表推介了丰富多样

的农遗良品，体现了“以蚕桑兴产业、以产业促

发展、以发展惠民生”的发展理念。 （赵艺璇）

“大地流彩·乡村大讲堂”启动

霍邱县夏店镇——

严举措坚决
扛稳粮食安全责任
8月中旬以来，六安市霍邱县夏店镇早

稻水稻开始收割。“今年早稻亩产超800公

斤，又是一个丰收年景！”这是砖佛寺村种粮

大户崔道春发自内心的感慨。2024年，夏店

镇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生产，出台了一系列确

保粮食安全生产的举措和要求。

一是提质增效。贯彻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持续在稳面积、提单产、增效益上发

力，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发展。

二是守牢底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

化”、防止“非粮化”，加强土地巡查，强化组织

保障，发挥“田长制”作用，做到早发现、早制

止，实现违法占用耕地问题“零增长”目标。

四是用活政策。认真落实水稻、小麦等

重要农产品补贴政策和对农用机械购置补

贴政策；鼓励发展蔬果、龙虾等特色农产品

保险；推进农业保险精准投保理赔，做到应

赔尽赔；完善巨灾保险制度；积极探索完全

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实施范围。

通过用足、用活涉农政策助力农业实现“两

强一增”。

四是严格审批。严格农村建设用地审批

和按照“七步工作法”程序严明农村宅基地审

批许可管理。

五是强化基础。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做到高质量建设、高效率管理、高水平利

用，提高粮食产量。积极发展规模农业、设施

农业、生态农业，不断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

争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夏店镇立足农业乡镇实际，聚焦耕地保

护，围绕多产粮、产好粮的目标，坚决扛稳粮食

安全生产政治责任，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中有

进，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金其华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淮北新增197个
“淮优”农产品

日前，淮北市公布新评定的第五批“淮

优”农产品名录，包括粮油、果蔬、畜牧、渔业4

大类98个生产主体的197个产品上榜。

“淮优”是淮北市着力打造的农产品区

域公共品牌，自2018年以来，已开展五批次

的推荐评定。该市坚持企业主导、政府引

导，对每个“淮优”生产主体予以2万元一次

性奖励。对成效显著的“淮优”农产品，产业

协会每年予以20万元奖励，并设立“淮优”

农产品宣传推广专项资金。严把“淮优”品

牌监管，建立健全市、县区、镇办、企业四级

监测体系，加强投入品使用管理，严禁使用

禁用农药，增施有机肥，采用“预防为主，综

合防治”方针，开展病虫害防治，实现农产品

质量安全可追溯。

截至目前，淮北市已成立“淮优”农产品

蔬菜产业、葡萄产业、桃产业、渔业、甘薯产业

5个协会，建成2个“淮优”农产品专营门店，

打造了一批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

（吴永生）

黄蜀葵开出“致富花”

9月1日，阜阳市颍东区插花镇杨桥村村民在采摘黄蜀葵花。 近年来，阜阳市颍东区插花镇以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为抓手，通过党建

引领“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结合市场需求，发展黄蜀葵订单种植，带动村民实现就业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宿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