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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台县首家省级关心下一代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牌

本报讯 近日，凤台县第一家“安
徽省关心下一代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
牌仪式在板张集革命烈士陵园举行。

揭牌仪式上，少先队员们向革命烈
士纪念碑敬献了花篮；与会人员向革命
先烈鞠躬致礼；县关工委有关负责人宣
读了省关工委关于命名板张集革命烈
士陵园为省级关心下一代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的决定；凤台县委负责人和县关
工委有关负责人共同为教育基地揭牌。

据悉，凤台县板张集烈士陵园始建
于 2004 年， 是省市县三级党委政府命
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多部门、多单
位挂牌认定的革命传统教育实践基地。

陵园里长眠着为解放凤台而英勇献身
的 14 位革命英烈， 陈列着被誉为安徽
赵一曼的女英烈胡之光等众多革命烈
士的英雄事迹。

凤台县委负责人指出，全县各级关
工委要以此为契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努力把基地建设成为“青少年受教，
全社会敬重”的关工教育基地，充分利
用好、发挥好基地“感染人、教育人、激
励人、警示人”的功能，引导青少年自觉
听党话、跟党走，凝聚起爱家乡、建设家
乡、报效祖国的强大力量。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栾绪标）

冬季麦田化学除草全面展开
� 本报讯 目前，小麦已进入冬除草

的关键时期，凤台县顾桥镇农技推广中
心的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各村
农民利用专业合作社的喷雾车开展冬
季小麦化学除草，为来年小麦丰收打下
坚实基础。

近期以来，该镇农技推广中心的技
术员对全镇各村部分不同类型田块调
查发现，麦田中杂草多有发生。据了解，

早种植的麦田地块平均每亩有杂草 3.5
万株左右 ,杂草种类繁多 ，对小麦产量
有着很大的影响。 当前是禾本科杂草
和恶性杂草节节麦的最佳防治期 ，该
镇农技推广中心积极组织各农业合作
社、农户及时开展除草作业，确保冬小
麦正常越冬。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王玉进）

小香菇撑起“致富伞”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常开胜

� � 采摘、清洗、烘干、装箱……入冬以
来，凤台县杨村镇淝丰村香菇种植基地
一派繁忙景象。 “进入采摘期后，每天可
以采摘 100 多公斤，这些鲜菇直接销往
当地农贸市场和机关、学校食堂，产品
供不应求。 ”近日，淝丰村党支部负责人
告诉记者。

记者走进香菇大棚，淡淡的菌香扑
鼻而来，一袋袋菌棒整齐排列，一朵朵
香菇升柄展伞，个大朵圆、长势喜人。村
支“两委”干部和五、六名工人穿梭于大
棚间，熟练地采摘成熟的香菇，并将批
量香茹及时送到烘干房加工、 装箱，大
伙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鲜菇市
场价每公斤 20 元，目前已销售 1500 多
公斤，收入 3 万多元，预计整个采摘季
节总收入可达七、八万元。 ”该负责人抑
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地处西淝河畔的淝丰村，是典型的
农业村，种植结构单一，农业效益低下。
该村村支“两委”以强烈的使命担当，积
极探索特色产业发展之路。 2017 年，该
村经过深入调研，决定将香菇种植作为

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的突破口，当年利
用衔接资金 30 万元建设 2 个现代化香
菇大棚， 从外地购进 7000 棒香菇进行
试种。 由于采用科学的温控、湿控及光
照管理技术，该村香菇肉质厚实、味道
鲜美，受到广大消费者好评。 “今年又利
用市扶持资金 30 万元在原有 600 平方
米种植大棚的基础上，新建 2 个 200 平
方米香菇大棚， 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
同时新建了一个冷库， 配备了烘干设
备，对香菇进行烘干保存，以应对市场
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杨村镇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一亩菇十亩田”。 淝丰村香菇种植
基地的建成投产， 不仅增加了村集体经
济收入，还为村民提供了 20 多个就业岗
位。“我年龄大了，干不了重活，老伴又有
病，村里让我负责管理香菇大棚，平时为
菇棒注水保湿，每月收入 500 多元。 ”淝
丰村 83 岁脱贫户苏金乐高兴地说。

“下一步，村里采取‘公司+合作社+
农户’的经营模式，吸引更多村民参与
进来。同时采取‘线下+线上’的方式，扩
大销售渠道， 让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致
富，共享产业发展成果，共绘乡村振兴
美好蓝图。 ”淝丰村党支部负责人对该
村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建设和美乡村 铺就振兴之路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刘长明

� “现在环境变好了，我们村又在打
造和美乡村，再加上大家爱护环境的意
识也有了， 现在连乱丢垃圾的人都少
了。” 凤台县尚塘镇宋台村村民宋中林
见证了该村的变化。

清晨，宋中林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
碌，先是打扫自家庭院，后又将门前卫
生打扫干净。宋中林家连续多年被评为
“美丽庭院”示范户。

宋台村的蜕变，得益于凤台县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中的一系列积
极探索实践。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
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一项重要任务。

尚塘镇以创建“美丽、整洁、和谐、
生态、宜居”为目标，开展“环境整治百
日攻坚”“大手拉小手” 等多种方式，运
用共建共治共享的环境治理模式，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提升。

“只有村子变美了，村民生活才能
更有奔头。”宋台村负责人说道。镇村两
级注重加强农村垃圾和污水治理，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考虑到村庄的规模和村
民的分布情况，合理设置了 3 个分类亭
和 80 个垃圾桶。 这些垃圾分类亭标识
清晰，分为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
垃圾和其他垃圾等多个区域，方便村民
们进行分类投放。垃圾桶的数量也足以
满足村民日常垃圾投放的需求，这确保

了村庄内垃圾能够及时被收纳，避免出
现垃圾乱堆乱放的现象。通过实施道路
畅通、污水处理等 11 个项目，新建道路
长 3555 米、下水道 400 米，桥涵 7 座，
水塘、沟渠整治 14500 立方米，房前屋
后整治、改厕改厨 135 户，修建入户管
网及配套主管网共计约 6900 米， 配套
检查井、小方井共计 230 座，配套污水
处理设施 4 座。

宋台村以“创建特色庭院 助力美
丽升级”为主题，持续深入开展“特色庭
院”创建行动，有些农户庭院中种满了
各种时令花卉，花香弥漫。建设中，宋台
村和美乡村在光伏产业与金银花种植
上双管齐下，为村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
劲活力。 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不
仅照亮了村民的生活，更将丰富的日照
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而金
银花种植，作为“一村一品”的典范，通
过科学规划与技术创新，不仅实现了产
量与品质的双提升，更成为了村民增收
的新引擎。合作社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
持与市场开拓， 保障了产业的稳定运
营； 村委会则发挥监管与协调作用，确
保了资金的有效利用与项目的顺利推
进。目前，宋台村金银花种植面积已达
400 亩，中心村占 60 亩，预计明年将带
来约 18 万元的经济收益， 远高于传统
农业收入。

乡村振兴在行动

构建城市新名片打造区域发展“新引擎”
———凤台环球港建设探访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李巧玲

� � “目前，凤台环球港项目已进入抢工
和收尾阶段，室外正进行绿化种植、广场
砖铺装， 随后室内将进行大面积装修抢
工和消防联动测试。 ”近日，安徽建工环
球港项目部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施工现场 ，记者看到 ，工人们正
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

凤台环球港项目占地面积约 6.3 万
平方米，总投资 18 亿元，总建筑面积达
17.5 万平方米 。 项目规划包含多个部
分， 其中环球港购物中心是集购物、娱
乐、餐饮、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商业地
标，已经吸引包括星巴克、必胜客、卡旺
卡等在内的一百多家商户入驻；星级酒
店建筑高度达到 168 米， 为地下 2 层、
地上 30 层的超高层建筑； 地下室则为
项目提供充足的停车和配套设施空间。

“凤台环球港项目的建设不仅将提
升凤台县的城市形象和商业氛围，还将
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购物
和休闲体验。 同时，项目的建成也将带
动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吸引更多的投
资和人才流入，为凤台县的持续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 ”州来地产工程部负责人

告诉记者：“这是一个集商业、 文化、娱
乐于一体的综合性项目，项目的建成将

对凤台县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
随着凤台环球港项目的不断推进，

这座综合性的地标建筑将为凤台县的
持续繁荣灌注新的能量。

“智慧工地”数字化监管护航工程安全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李巧玲

� � “这个吊钩可视化系统 ， 可以第
一时间将起吊的相关状况， 包括吊重、
风速等进行上传， 一旦出现违规 、 违
章等情况，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进行制
止， 包括终止操作， 从而预防安全事
故的发生。”

近日， 在凤台县前进新村房建项
目建设现场， 工作人员正在利用物联
网和智能感知等技术， 实时查看塔吊、

智能安全帽、 临边检测等数据 ， 及时
排除塔吊螺栓松动、 高空坠物等安全
隐患。

以科技赋能安全生产 ， 凤台县积
极推动建筑工地管理智能化、 数字化
转型升级， 打造智慧化工地， 进一步
提升建筑工地安全保障水平， 减少建
筑施工事故率 。 在凤台一建设项目的
智慧建造信息中心， 工人们正在体验

VR 工地安全模拟体验系统 。 “刚刚
我们模拟体验了高空坠落和未佩戴好
安全帽， 犹如身临其境。 有了智慧化
平台， 可以时刻监督我们， 有任何不
规范的地方， 做好防护措施， 保护好
自身安全 。” 建筑工人叶志强告诉记
者。

以新技术、 新方式持续提升安全
生产管理质量。 进入秋冬以来 ， 凤台

县对全县建筑工地落实主体责任 ， 以
开展 “智慧工地 ” 试点工作为契机 ，
在全县积极探索建立智慧工地 “互联
网+监管” 新模式， 深入拓展智慧工地
应用场景， 积极推动工地管理精细化、
智能化、 数字化， 利用新技术 、 新设
备， 提高安全运行水平， 做好安全生
产， 有效实现施工现场更安全、 建筑
品质更可控、 行业管理更高效。

“跑 ” 出 教 体 融 合“加 速 度 ”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孟凡静

� � 社团课上，武术社团的学生们虎虎
生威，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术的博大精
深；足球场上，足球小将们激烈角逐，一
追一赶“足”现灵动自如；体育馆内，远
动健儿在岩壁上奋力攀爬，一板一眼彰
显勇气与毅力。 这是凤台县教育系统教
体融合的缩影。

近年来， 该县教育系统以创新为引
擎，全力推动教体融合发展，让体育与教
育如同并蒂莲花，在校园中绚烂绽放。

特色课程“添活力”
该县各学校积极探索特色体育课

程，凤台县实验中学的“民俗体育大课
堂”便是其中的璀璨明珠。 在这里，孩子
们可以体验跳绳、踢毽子、舞龙舞狮等
传统民俗体育项目，感受传统文化的独
特魅力。 老师们还巧妙地将体育与语
文、历史等学科知识相融合，孩子们在
跳绳的间隙，背诵着古人描写运动的诗
词；在舞龙舞狮的欢乐中，了解其背后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我们努力创新
体育课的教学形式， 转变教育理念，让
体育课程不再是单调的体能训练，而是
充满趣味与挑战的成长之旅。 ”凤台县
实验中学体育教师李苏明如是说。

多彩社团“增动力”
为满足学生多样化的体育需求，全

县各校以体育社团为依托，丰富多彩的
体育课程令人眼前一亮。 传统体育项目
与新兴运动齐头并进，篮球社、乒乓球
社、花样跳绳社、魔方社等社团活动开
展得如火如荼。 社团成员们不仅在课余
时间尽情享受运动乐趣，还积极参与校
内外赛事，以赛促练，不断提升竞技水
平。2024 年 8 月，在“安徽省乒乓球锦标
赛”u17 组别比赛中，凤台县第二实验小
学学生荣获金银铜三枚奖牌，学生胡梦
蝶获评国家一级运动员，胡欣、张新月

获评国家二级运动员，为全县教体融合
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阳光课间“提能力”
各校还合理利用大课间，积极创新

大课间活动形式。 凤台县刘集镇中心幼
儿园将跳绳、踢毽子、接力跑等传统项目
与拔河比赛、呼啦圈接力、毛毛虫等趣味
运动结合在一起， 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中锻炼身体。 凤台县古店中学利用
阳光体育大课间定期组织跑操比赛、体
能锻炼和趣味运动会等活动， 通过竞赛
的方式激发学生的运动热情， 提升学生
的身体素质和团队协作能力。“运动不仅
能强健体魄，还能锻炼我们的意志品质，
同时也有助于我们释放学习压力， 改善
情绪状态，提高学习效率。 ”古店中学九

年级学生张明轩告诉记者。

家校共育“聚合力”
体教融合也让家校共育有了新内

涵。 城关镇中心学校通过举办亲子运动
会、家庭体育挑战赛等活动，将体育的热
情传递到家庭中。 家长们不再只关注孩
子的学习成绩， 而是积极参与到孩子的
体育锻炼中来，与孩子一起跑步、打球、
健身，共同营造良好的家庭体育氛围，进
一步推动了阳光体育活动的深入开展。

周密组织“强推力”
各校严格按照课程标准， 开足开齐

体育课， 确保每位学生都能享受到充足
的体育锻炼时间。 在体育课上，老师们充
分利用各种体育器材， 如跳绳、 小跨栏

架、标志碟等，丰富课堂内容，让学生在
玩中练、练中玩，有效提升了学生的运动
兴趣和参与度。 此外，在师资队伍建设方
面，教育系统多管齐下，定期组织体育教
师参加专业培训， 引入最新的体育教学
理念和方法， 确保体育课堂的有趣性和
高效性。 积极引进专业体育人才，不少具
有国家级运动员资质或专业体育院校背
景的教练纷纷走进校园， 在体教融合的
浪潮中成为学生体育成长的引路人。

“体教融合不是简单的体育与教育相
加，而是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我们将继续
探索创新，让体育真正成为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
础，培养出更多有强健体魄、健全人格、顽
强意志和拼搏精神的新时代青少年。 ”凤
台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满怀信心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