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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三管齐下”不断提升和美乡村建设水平

本报讯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
解到， 我市采取科学规划提高前瞻性、
严控质量注重系统性 、 发展产业突出
地域性等有力措施 ， 三管齐下不断提
升和美乡村建设水平。

在科学规划提高前瞻性上 ， 我市
委托省城建设计研究总院编制淮南市
和美乡村建设整体规划方案 ， 从市级

层面做好顶层设计， 统筹抓点、 连线、
扩面， 科学有序推进实施 。 制定淮南
市和美乡村建设实施导则 ， 指导和规
范全市和美乡村建设全流程活动 ， 提
前谋划培育下年度和美乡村精品示范
村建设名单 ， 优先安排完成村庄规划
编制审批， 开展 “五清一改 ” 等基础
性工作 ， 今年以来已谋划培育预申报
精品村 15 个 ， 中心村 30 个 。 在严控
质量注重系统性上， 我市组建 12 人的
专家团， 对各地建设设计方案开展评
审把关， 使规划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
性。 抽调人员不定期赴建设村开展督

导， 针对工程进度慢等问题及时下发
提醒函， 点对点印发工作提醒函 7 份。
严格开展实地完工验收 ， 广泛听取周
围群众意见， 客观准确地了解掌握工
程真实情况， 发现供水保障 、 改厕治
污、 生活垃圾治理等各类问题 89 个 ，
后续落实跟踪全部整改完成 ， 确保监
督见效。 截至目前 ， 全市累计创建和
美乡村精品示范村 25 个、 省级中心村
423 个。 在发展产业突出地域性上， 我
市根据区域特点和资源优势 ， 注重预
留产业发展空间， 统筹谋划产业布局，
科学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 打造更有辨

识度的片区特色 。 八公山区山王镇闪
冲村依托生态绿色牛羊肉打造特色农
文旅 IP， 连续五年成功举办牛肉汤美
食节。 大通区九龙岗镇王楼村依托国
家级葡萄合作社和临高塘湖地域优势，
全村种植特色葡萄约 460 亩， 草莓 240
余亩， 实现年产值 6500 万元。 寿县八
公山乡大泉村作为豆腐的发源地 ， 重
点打造豆制品加工主导产业 ， 全村从
事豆腐生产的企业达 80 余家， 村集体
经营性收入近百万元。

（本报记者 苏 强
本报通讯员 温华宝）

我市全面完成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集中强免
本报讯 坚持 “预防为主 、应免尽

免”，我市做到前期保障、免疫密度 、效
果监测三到位，顺利完成春季重大动物
疫病集中强免，有力保障了畜牧业高质
量发展。

在抓储备 ，盯需求 ，前期保障到位
上， 依托全市 23 家兽医社会化组织和
600 余名村级防疫员，我市构建了“区级
指导站+乡镇服务中心+村级服务点”三
级防疫服务架构。 围绕防疫物资储备和

调配精准发力，强化供需对接，提前盘
点、定期监测，健全出入库台账，及时采
购调拨消毒药品及各类防护用品，有效
防止防疫物资供应短缺。 全市共储备消
毒药 10 余吨，应急防护用具 1 万余套，
全力保障了春防工作高效顺利开展。

抓重点，盯关键，免疫密度到位，聚
焦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等重大动物
疫病， 我市实行规模养殖场 “先打后
补”、散养户集中采购强制疫苗的“集中

免疫 、整村推进 ”双线作战路径 ，建立
“周报告、月总结”机制。 春防期间全市
共开展生猪口蹄疫免疫 100 万头次，牛
口蹄疫免疫 6.1 万头次， 羊口蹄疫免疫
30 万只次， 羊小反刍兽疫免疫 30 万只
次，100%完成应免任务，做到了“应免尽
免、不留空档”。

抓责任，盯落实，效果监测到位上，
我市密切关注周边疫情动态，针对非洲
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加强监测排查和

预测预警，落实常态化、精准化防控措
施，推动无疫小区建设和动态监管。 开
展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集中免疫效果监
测评估，及时查漏补缺，强化薄弱环节
防控，确保不漏一针一畜。 截至目前，已
完成农业农村部流行病学采样 614 份、
省级送样 950 份、市本级采样 22279 份，
抗体合格率均达到农业农村部要求。

（本报记者 苏 强
本报通讯员 刘光林）

妙手摘除 12 公分肿瘤助患者重获健康新生

本报讯 “没想到我母亲发烧是
这么大的肿瘤引起的 ， 更没想到她这
么大年龄做摘除手术这么成功 ， 给程
主任专家组点赞！” 近期， 73 岁的万女
士在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
科手术后， 她的儿女看着恢复不错的
母亲开心地说道。

原来 ， 万女士发烧已半月有余 ，

在当地卫生院保守治疗了十余天 ， 情
况仍不见好转 。 近期 ， 儿女带她来到
安理大一附院北区就诊 。 到院后 ， 行
急诊 CT 显示万女士肝右叶明显占位高
达 12 厘米， 万女士迅速被转入肝胆外
科进行专科治疗 。 该院普外科主任 、
主任医师程志俭接诊后又为万女士完
善了各项检查 ， 根据进一步的检查结
果， 程志俭主任即刻率肝胆外科进行
详细的术前评估 。 根据多年的从医经
验和对万女士病情的综合评估 ， 专家
们一致认为根治性手术是改善预后的

最好方案。 通过术前综合评估 、 手术
方案制定、 术中情况及处理预案模拟，
最终决定行肝肿瘤切除+膈肌修补术。

巨大肝脏肿瘤会压迫静脉血管 、
动脉血管、 胆管等重要部位 ， 也容易
引起大出血。 73 岁的万女士本身基础
疾病较多， 体质也相对较弱 ， 手术时
间不宜过长 。 患者肿瘤体积很大 ， 腹
腔内可操作空间狭小且手术精度又极
高。 因为肝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 ， 在
切除肿瘤时， 还要尽量多地保留患者
的肝组织， 以确认保留下的肝脏能正

常发挥功能 ， 避免今后的生活质量受
到影响。

程志俭主任率肝胆外科专家组根
据万女士的个体情况制定了精准的手
术方案。 由程志俭主刀 ， 在副主任医
师王辉、 医师李瑞的配合下 ， 手术顺
利开展， 全程患者生病体征平稳 ， 出
血量较少 ， 两个小时即成功完整摘除
12 厘米的肝脏肿瘤， 万女士进入肝胆
外科普通病房进行术后治疗。

（本报通讯员 王雅靖
本报记者 何婷婷）

高新区 E水系公园美景如画
时值初夏，草木葱绿，淮南 E水系公园的各类观赏性植物竞相开放，美不胜收。 图为几位骑友在千亩马鞭草丛中留影。 本报记者 张 越 摄

织密防止添加剂滥用安全网
孙庆坤

近日， 国务院食安办联合工业和
信息化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卫生健
康委、 海关总署、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
《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方案》，
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
用问题综合治理行动， 守护“舌尖上
的安全” 有了新的指引。

滥用食品添加剂问题是每年 315
晚会的话题， 已经成为老百姓餐桌上
挥之不去的隐忧。 食品添加剂是为改
善食品品质和色、 香、 味， 以及因防
腐、 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
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 在保
证食品安全、 符合标准的前提下， 某
些食品要想更好吃、 储存时间更久，
确实需要使用一些添加剂作为辅助。
比如增稠剂可使酸奶质地浓稠， 口感
更好； 防腐剂可延缓食品腐败变质，
减少微生物滋生； 膨松剂能使面包松
软多孔， 便于制作和食用。

但要看到， 超范围、 超限量使用
食品添加剂， 以及化工产品等非食用
物质冒充食品添加剂， 很可能给人体
健康带来隐患。 治理食品添加剂滥用
问题， 不仅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需要，
更是维护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举措。

《方案》 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超范
围、 超限量滥用食品添加剂等问题，

要求全面加强食用农产品生产、 食品
和食品添加剂进口检验等源头治理，
强化食品添加剂生产、销售以及在食品
生产加工、餐饮服务环节监管，严厉打
击化工产品冒充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行
为，开展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食品添加
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无疑给消费者吃
下了“定心丸”。 在此基础上，吸引更广
泛主体参与，让相关方案落地显效， 才
能切实织密食品安全保护网。

相关企业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
人， 要强化自律意识， 树立诚信经营
理念， 将食品安全置于企业发展核心
位置。 通过建立严格的内部管理制度，
从原料采购、 生产加工到成品销售，
每一个环节都要严格遵守法规标准，
加强质量管控和员工培训， 提升食品
安全生产能力。 积极采用新技术、 新
工艺， 研发更安全、 更健康的食品，
推动行业向绿色、 可持续方向发展。

滥用食品添加剂往往发生在“隐
秘的角落”。 知情者愿意举报、 敢于举
报， 更有利于获取问题线索。 这需要
有关部门畅通举报渠道， 制定科学合
理的举报办法和奖励机制， 用奖励推
动社会监督。 还应依法保护举报人信
息， 防止其隐私泄露。 此外， 如果检
测不足， 滥用食品添加剂就难以被发
现， 相关部门需加大抽检覆盖面和频
次， 也可以提供合规的“第三方检测”
途径， 激活社会各界监督意识， 堵住
添加剂滥用的路径。

水稻机械化育秧
跑出农业生产“加速度”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栾绪标

“播种时一定要注意播种量不宜过
大， 籼糯密度一般在每盘 140 克左右，
粳糯密度一般每盘在 160 克左右，这样
能保持壮苗，覆土时不宜过厚，厚度在
0.7 公分左右，这样秧苗既保湿保苗、出
苗也壮。 播好的秧盘要堆放整齐，膜要
及时覆上，便于保温提墒，这样苗出的
比较健壮。 ”近日,在凤台县村乐粮食种
植专业合作社的育秧工厂内，乡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主任、市科技特派员黄庆超
正在现场指导。

连日来，凤台县钱庙乡水稻机插秧
专业合作社、腾硕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和各种粮大户正抢抓晴好天气，积极推
广育秧全程机械化，实现自动化流水线
作业，科技助力让农业生产跑出了“加
速度”。

在张池村水稻机械化育秧基地，一
条水稻育秧生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种
植户们动作娴熟， 忙着配制营养土、铺
盘、运盘，堆放扣膜增温，随着机械的转
动，覆底土、播种、覆盖土等关键环节由
育秧机械流水作业连贯完成，一盘盘播
撒均匀的育秧盘在轨道上传送。

钱庙乡是优质水稻主产区，在水田
种植上，该乡突出一个“早”字。 从 4 月

份开始， 组织力量修复损坏的育苗大
棚，平整土地、配制营养土、扣膜增温，5
月 15 日，育秧播种工作全面铺开。在水
稻插秧过程中， 该乡一方面强化领导，
组织乡村干部和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 开展实地督导和现场技术指导，及
时掌握育秧进度，确保高质量、高标准、
高效率完成水稻育秧工作任务。另一方
面，充分发挥农业专业种植合作社的示
范带动作用， 引导广大种植户抢抓农
时，加快育秧进度。

凤台县村乐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李春好说 ： “今年我们承包了
1300 亩地社会化服务 ，采取‘合作社+
公司+农户’的模式，通过机械育秧、机
械插秧，无人机防控等，以机械化服务
助力全乡粮食生产提质增效。 ”

据介绍，今年钱庙乡发展机插秧面
积 3.2 万亩，计划育秧面积 2800 多亩，
目前水稻育秧工作正在平稳、 有序、高
效进行中。 水稻育秧实行机械化操作，
出苗率高，具有节约稻种、育秧质量好、
育秧效率高等优势，利用机械化技术育
秧，既能省工省时，又能节本增效，有利
于培育健壮秧苗，保证了大田水稻的种
植效益。

推剧下乡 送戏惠民
为进一步强化推剧的传承与保护，丰富活跃社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连日来，

凤台县推剧团深入城乡社区开展公益性演出活动，一场场精彩绝伦的表演,宛如丰
盛的“文化盛宴”，让群众在家门口便能感受传统文化的熏陶，领略推剧艺术的魅
力。 图为凤台县推剧团在刘集镇八里塘社区演出。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常开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