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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春以来，我市农业部门积极引导农户抢抓节令，抓实、抓细育秧工作，确保水稻春耕生产顺利进行。目前，全市40
万亩早稻、再生稻育秧工作已全面展开，水稻春耕备耕生产稳步推进，为确保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实现“开门稳”打下
了基础。 记者 邓柱 盛文鹏 摄

▼3 月 25 日，青阳县丁桥镇明塘村
种粮大户吴真义在翻耕水田。

▶3 月 27 日，池州市罗城天地人生
态家庭农场负责人叶四明和工人在育秧
大棚查看秧苗。

□ 记者 汪玉

春天的池州，雨水丰沛。一场春雨
过后，公园里、乡野间，总会长出一种
独特的美味。它生长在草丛中，甚至荒
地上，外形晶莹剔透，形似木耳，池州
人称为“地皮菇”“地地菇”“赖赖菇”
等，是不少人的儿时记忆。

“看起来丑，吃起来香，可以炒鸡

蛋、做汤，还可以晒干储存。”家住贵池
区里山街道解放社区的章玲是一名美
食爱好者，每年春夏季节的雨后，她总
会带着孩子到田野间捡拾“地皮菇”。
章玲说，捡拾的过程不仅让自己找到
童年回忆，还让孩子收获许多快乐。

“地皮菇”在乡间随处可见，不过
想捡拾到品质好的，章玲有自己的诀
窍。“刚长出来的‘地皮菇’，颜色比较

鲜艳，生长在泥巴和草丛里的比较肥
嫩，却难以清洗，所以我会选择长在有
苔藓的石块上的。”章玲告诉记者，采
摘和清洗“地皮菇”，都是个耐心活儿，
烹饪之前，最好用盐水浸泡，加入少量
淀粉抓洗，再用流动的清水多冲刷几
遍以剔除杂质。

“地皮菇”味美，但是部分人群不
宜食用，采食更需谨慎。

“‘地皮菇’学名叫普通念珠藻，也
称地木耳，可以降脂明目，清热降火。”
市中医医院中药房主任祖光烜介绍，

“地皮菇”虽好，但脾胃虚寒者、孕妇、
体质偏寒女性等人群，不建议食用。

记者走访发现，主城区各大公园角
落里，也有“地皮菇”生长，不乏有市民
捡拾。“不宜在公园和绿化带上捡拾‘地
皮菇’，我们可能不定期对绿化区域喷
洒农药。”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处副主
任汤彦龙告诉记者，建议市民不要在
绿化范围内采摘各类野菜，以防误食，
另外私自挖野菜，还会破坏绿化。

“地皮菇”虽好 采食需谨慎

日前，青阳县新河镇十里岗村龙船调文艺队走进新河镇中心幼儿园开展
“非遗进校园”活动，教唱当地非遗文化龙船调。

据了解，青阳县新河镇中心小学、幼儿园均已开设非遗龙船调兴趣班，并
特邀当地非遗传承人前来授课，培养儿童对非遗文化的兴趣。

记者 许倩琪 摄

本报讯（记者杜龙菲）记者从市生
态环境局获悉，近日，生态环境部环
境规划院、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科学
院动物研究所组成的调查团队，在石
台县牯牛降风景区的鸟类调查中观
察并拍摄到一只鹟科鸟类。经查阅相
关资料，调查队确认此鸟为雌性铜蓝
鹟。

根据调查队员拍摄的铜蓝鹟照
片，当时该鸟正在常绿乔木的枝头上
停留，体长约 15厘米，通体铜蓝色，
嘴较短，下体呈灰蓝色而少铜蓝色，
尾下覆羽具偏白色鳞状斑纹。经查阅

《中国鸟类观察手册》（刘阳 2021）和

《中国鸟类野外手册》，调查队确认此
鸟为雌性铜蓝鹟。因安徽省未被标注
为铜蓝鹟分布区，之前也无铜蓝鹟分
布报道。因此，本次拍摄的铜蓝鹟照
片为该鸟种在安徽省分布提供了确
切的影像证据。

据悉，铜蓝鹟隶属于雀形目鹟
科，常见于中高海拔常绿阔叶林、针
阔叶混交林和针叶林的高大乔木冠
层。它们性格活泼大胆，不甚怕人，鸣
叫声音清脆悦耳，主要以鳞翅目、鞘
翅目和直翅目等昆虫和昆虫幼虫为
食，也吃部分植物果实和种子。

石台发现新鸟种铜蓝鹟

万象“耕”新不负春

□ 记者 杜龙菲 实习生 陶志航

随着气温攀升，石台县丁香镇西
柏村的建筑工地上，呈现一派热火朝
天的景象。工人们左手拎桶、右手握
铲，按照画好的线条，一丝不苟地将
水泥铺开。在这支施工队伍中，有一
位省级乡村工匠名师——杨志钱。只
见他头戴一顶白色的安全帽，身穿沾
满泥点的蓝色工装，皮肤因长年累月
的风吹日晒而略显粗糙。工友们都
说：杨志钱话虽不多，但活干得漂亮，
无论哪道工序出现问题，他都能迎刃
而解。

初中毕业后，杨志钱就跟着一位
很有名气的师傅学习建房子。“当年，
师傅名气大，有二三十个徒弟。”杨志
钱回忆道，师傅是个严肃且认真的人，
对徒弟要求极高。在师傅的悉心指导
下，杨志钱从最基本的砖瓦工开始学
起，他不怕脏、不怕累，整日埋头苦干，

很快就掌握了建筑的基本技艺，也逐
渐获得师傅的认可。“出师”那天，师傅
再次嘱咐他：“你要把每一栋房子都当
作自家房子来建。”

师傅的话深深烙印在杨志钱的心
中，成为他的座右铭。早年间，杨志钱
离开家乡，前往上海、江苏等地承接工
程，他与团队在十多座城市里留下众
多优良建筑，这些经历不仅为他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也为他日后回乡创业
打下了坚实基础。

2006 年，杨志钱见父亲年事已
高、家中幼子无人照料，决定放弃城
里的工作，回到家乡继续他的建筑事
业。返回家乡后，杨志钱发现农村建
造房屋时很不规范。作为农村出生的
孩子，杨志钱深知房子对农民的重要
性。“农村所建的每一栋新房，都承
载着村民一生的积蓄和梦想。”杨志
钱说，他建房时始终以诚信、质量、
安全为原则，无论是调浆、抹浆、切

砖、垒砖、压实还是勾缝，他都尽量
做到精益求精，保证房屋的墙面平整
垂直以及结构的牢固美观。

“村里有个好工匠，大伙盖房不用
愁。”西柏村村民胡闱莹说，去年经多
方打听后，她邀请杨志钱为自家建造
新居，从图纸设计到材料选购，杨志钱
无不亲力亲为，把控好每一个细节，最
终交付的新房不仅质量上乘，其美观
程度也让村民们称赞不已。

房屋越建越多，名气越来越响
亮，可杨志钱并没有满足现状。他深
知，要在建筑行业立足，必须不断学
习。于是，他利用业余时间，积极自
学和参加各种培训班，不断提高自己
的建造技艺。

2017年，西柏村启动危房改造工
程。接到任务后，杨志钱带领团队深
入村子的每个角落，逐户勘查危房情
况，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在改
造过程中，杨志钱带领团队严格按照

施工规范，从地基处理到墙体砌筑，
从屋顶防水到室内装修，每一步都精
心施工，确保质量。如今，55户危房
已全部焕然一新，成为安全舒适的新
居。

“那时候，我家的土坯房破旧不
堪，每逢刮风下雨，总让人提心吊
胆。”西柏村村民程度明说，他家原
本摇摇欲坠的土坯房如今被一座庭院
整洁、房屋通透敞亮的新居取代，这
多亏了杨师傅，现在新居不漏风不漏
雨，干净又舒适。

据了解，近 5年来，杨志钱直接
参与农村危房改造、农房抗震、农房
安全隐患排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以
及农田水利道路建筑施工等 180余个
大小项目建设和管理工作，产值达
1220万元。同时，安排 100多名农民
工务工就业，带动 55户贫困户脱贫，
周边群众间接就业达3500余人次。

杨志钱：“把每一栋房子都当作自家房子来建”

本报讯（记者王齐斌）3月28日，
安徽省社会工作人才暨社会工作机
构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我市举办，省民
政厅副厅长张振粤出席论坛，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王家莹致辞。

王家莹对各位领导、嘉宾及社会
工作者的到来表示欢迎，向省民政
厅、省社工协会及各单位长期以来对
池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
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池州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她说，近年来，池州始终将
社会工作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的重要内容，全面加强社会工作人才
队伍建设，着力推动社会工作机构高

质量发展，持续夯实社会工作基层基
础。我们将以本次论坛为新的起点，
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完善工作机
制，加大投入力度，推动全市社会工
作再上新台阶。

据悉，截至目前，全市引进、培育
社会工作机构 33个，培养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近 8000人，持证社会工作
者622人（社会工作师156人、助理社
会工作师466人）；全市56个乡镇（街
道）全覆盖建立社工站，每年服务群
众 10万人次以上，社会工作在构建
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过程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省社会工作人才暨社会工作机构
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池举办
张振粤出席 王家莹致辞

本报讯（记者陈淑芬）近日，文化
和旅游部公布《优秀传统戏曲折子戏
复排计划名录》，我市傩艺团（池州市
黄梅戏剧院）复排的贵池傩戏《章文
显·赶考》、青阳县九华云水文化旅游
传媒有限公司复排的青阳腔《送饭》
两部剧目成功入选。

为挖掘、推出更多承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戏曲折子戏，文化和旅游
部于2023年至2025年实施优秀传统
戏曲折子戏复排计划，该计划是落实

《2023—2025 舞台艺术创作行动计
划》“组织复排优秀传统戏曲折子戏
300个左右”的行动目标的重要举措。

据悉，贵池傩戏《章文显·赶考》
讲述的是秀才章文显赶考，皇亲鲁王
见他的妻子百花娘子貌美多姿，心起
邪念，企图霸占，百花娘子不从，遭毒
打致死。章文显遭此不幸，告到开封
府。府尹包拯命人捉拿鲁王治罪，借
皇家“温凉帽”，救得百花娘子还魂，
夫妻二人团圆。之后，玉帝差仙家引
渡章文显夫妇归赴仙坛。青阳腔《送
饭》为《送饭斩娥》选场剧目，主要讲
诉蔡婆去大牢为媳妇窦娥送牢饭的
经过，控诉封建社会劳苦人民有苦难
诉的悲惨处境和贪官草菅人命的黑
暗现实。

我市两部剧目入选全国优秀
传统戏曲折子戏复排计划

本报讯（记者张艺楠）3月28日，
池州市总工会五届二次常委会召开。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
纪良才主持会议。

会议审议并通过池州市总工会
五届三次全委会议程、人事任免有关

事项、池州市总工会常委会工作报
告、《池州市总工会关于忠诚履职尽
责 奋勇争先进位 团结带领全市广
大职工在奋力开创池州现代化建设
新局面中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的决
议》。

市总工会五届二次常委会召开
纪良才主持

本报讯（记者张艺楠）3月28日，
池州市总工会五届三次全委会召开，
总结 2023年全市工会工作，部署今
年工会工作任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市总工会主席纪良才主持会议并
讲话。

纪良才指出，过去一年，在市委
和省总工会的坚强领导下，各级工会
组织紧紧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忠诚履职、积极作为，各项工作取
得了显著成效。

纪良才要求，做好今年工会工
作，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切实扛起

引导职工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
责任。要聚焦高质量发展目标，提高
职工能力素质，弘扬和践行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推动“产改”
工作走深走实。要聚焦职工群众生活
品质提升，夯实工会基层基础，建好
职工服务阵地，提升工会数智化服务
能力，做实做细服务职工工作，不断
增强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在
加快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示范区、奋力走出新时代池州高质
量发展新路上作出更大贡献。

市总工会五届三次全委会召开
纪良才主持

□ 记者 钱雪梅 通讯员 朱俊杰

近日，退役军人张军带着家人来
池州旅游，在九华山风景区收获意外
惊喜：凭借手中的退役军人优待证，
可以享受门票半价优惠，这让他觉得
备受尊崇……

据了解，自 2023年 4月 25日起，
全国退役军人持优待证可在我市境内
的 15 个 3A 级以上景区享受优待政
策。去年，仅九华山风景区累计为
2.8万余名退役军人提供门票半价优
待，共减免224万元。

除部分景区门票优惠外，行走在
池州的大街小巷，可以感受到浓浓的
双拥氛围：坐公交车免票、在双拥餐
馆就餐打折、住拥军酒店特价、在双
拥药房买药优惠……在池州这片红色
的热土上，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早已
成为军民发自内心的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

服务送到官兵心坎上

“不出营门就能享受在电影院才
有的观影体验，还能收看各种军事题
材大片，很热血，很震撼！”春节过
后，我市各县区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筹
措65万元资金，协助武警部队在3个
基层中队建成 3 座 3D“强军影院”，
观看完红色电影后，官兵们的兴奋之
情溢于言表。

官兵利益无小事，事事连着战斗
力。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无偿为驻池部
队提供地方土地调查成果；市交通部
门重新整修了驻池某部营区大门口 2
公里战备路；池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投入 20 万元为部队食堂开通管道燃
气；市农产品检测中心不定期免费为

部队提供蔬菜农残检测；市公交公司
开通 2 条拥军公交专线；各县 （区）
军粮供应站专门配备小货车，为部队
免费送粮油……

去年以来，我市各部门用实际行
动，将最真挚的关怀送到了官兵的心
坎上，全市共投入 1.5亿元支持军分
区民兵训练基地、东至人武部搬迁等
项目建设。

四年来，我市紧贴部队备战打仗
需要，累计投入 10.63亿元，用于改
善部队进出道路、完善基础设施、保
障演训任务，为驻池和演训部队办理
实事难事 246件。并为驻池某部提供
了3800多亩训练用地，改善练兵备战
条件，帮助部队解决一系列建设发展
难题。

“官兵的需求在哪，我们的工作
重点就在哪。”市双拥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每年我市都会组织进军营活
动，通过走访和召开座谈会的形式了
解部队所需、官兵所盼，筹集财力物
力，拉单列表解决官兵需求，特别是
在置换营区训练场、训练设施升级、
军事交通保障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
优先满足部队演习演练需要。

拥军优属工作落到实处

2023年 3月，我市市直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公告发布，有两个岗位特别
为驻池部队随军家属预留，不限专
业，年龄上限最高放宽至45周岁。随
军家属王尔林成功应聘，当年国庆节
后就收到了市军队离退休干部管理服
务中心的入职通知书。像王尔林一
样，4年来我市已有 22名军嫂走上新
的工作岗位。

近年来，我市将拥军优属作为一

项重要工作，确保官兵后顾无忧，军
嫂就业无忧，军娃上学不愁。截至目
前，全市已妥善安排47名转业军官到
行政岗位，394名符合安置条件的退
役士兵进入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其
中事业单位安置率高达 96%以上。同
时，确保所有驻池部队官兵和池州籍
官兵子女能够按照个人意愿入学，并
及时发放所有随军未就业家属的生活
补助。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我市将提供更多岗位，
激励广大官兵扎根池州、建功立业。

拥军要有力度，更要有温度。青
阳县蓉城镇退役军人汪某某的家庭经
济困难，独生女患上尿毒症，双肾移
植术后需定期服药，医疗费用巨大。
近日，市双拥办得知这一情况后，立
即按规定给予其一次性医疗救助金
2.5万元。

据悉，我市将目光投向有困难的
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家庭，在全省率
先设立 100 万元拥军专项救助资金、
100万元退役军人帮扶救助资金，实
现全体优抚对象专项救助全覆盖。截
至目前，全市已发放 48.6万元拥军专
项救助资金、303万元退役军人帮扶
救助资金。

军地同频共振双向奔赴

民拥军无私奉献，军爱民鱼水情
深。

“你们的善举激励着每名师生，
我替这些山里孩子谢谢你们！”不久
前，石台县矶滩中心学校校长汪自如
接过池州军分
区捐赠的教学
物资时激动地
说，“这些物资

送得太及时了，以后老师们可以更好
地开展信息化教学了！”

这样的帮扶场景，在矶滩中心学
校已持续十年。近年来，我市拥军优
属务实之举，激发驻池部队官兵拥政
爱民的热忱。当池州军分区得知石台
县矶滩中心学校基础设施相对落后、
留守儿童占比较高后，立即与该校建
立长期结对帮扶关系，从工作经费中
拿出10万元，对口支援学校建设，并
让官兵与学生“1+1”结对认亲，进
行长期跟踪帮扶。“接到池州军分区
捐助的物资，孩子们脸上都挂满了笑
容，特别自豪。”汪自如说，这样的
活动，激发了学生长大参军报国的热
情。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驻池部队
已为我市援建 3所农村小学，帮扶贫
困学生 152人，捐资 384万元支援贫
困地区和扶贫联系点建设，直接帮扶
126 名贫困群众。同时，投入 520 多
万元支持乡村振兴、社会公益。此
外，为更好维护地方安全，驻池部队
与公安系统建立每月互访和情报共享
机制，并时常联合开展防汛抗洪、抗
震救灾、维稳处突等联演联训，确保
一旦有突发紧急事件时召之即来来之
能战。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
亲。池州，是一片红色浸润、英雄辈
出的土地，是一个荣获全国双拥模范
城“五连冠”、全省双拥模范城“六
连冠”的红色热土，正昂首阔步、自
信满满地迈向新时代“双拥”工作新
的赶考路。

双拥花开满池城
—— 我市推进双拥工作迈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