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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2024 年 8 月 2 日 星期五视觉新闻

8 月的淮南大地， 经过几场暴雨的洗礼， 草
木葳蕤， 越发显得生机勃勃。 在世界灌溉工程遗
产、 天下第一塘———安丰塘， 游人络绎不绝， 他
们不顾酷暑高温， 徜徉在古塘小镇， 购农家土特
产、 品地方特色土菜、 参观孙叔敖纪念馆， 欣赏
戈店村美轮美奂的稻田画。

从 2016 年始， 寿县安丰塘镇引进创意农业
稻田画， 一年一主题， 年年出新意， 助推了乡村
旅游的发展， 提高了安丰塘镇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 促进了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 据寿县诚丰农
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顾广银介绍， 今年共种植优
质水稻 2800 亩， 目前长势良好， 现正处在抽穗
灌浆阶段。

7 月 31 日， 记者通过无人机航拍， 2024 年
稻田画的主题已经完美地呈现。 安丰塘镇稻田画
已成为安丰塘灌区一张靓丽的名片， 人们前来打
卡， 品味“神奇古芍陂， 盛世安丰塘” 的魅力。
人们期待安丰塘稻田画每年都给大家带来不同的
视觉享受和观赏体验。

本报记者 倪 军
本报通讯员 赵鸿冰 司家龙 摄

高空鸟瞰， 安丰塘畔美景如画。

“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 75周年” 的字样和数字 75， 凸显了为共和国献礼的主题。

“楚韵寿州 常来长寿”。

无人机航拍安丰塘稻田画栩栩如生， 艺术感十足。

让夏日时节的好风光在秋季成为好“丰” 景。

稻田画画出村民新憧憬。

“稻海” 如画， 田园如诗。 以“卧冰求鲤” 成语为主题的稻田画， 彰显成语典故之城的魅力。

巨幅稻田画再现袁隆平院士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