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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齐盈娣）5月10日上午，市委书记方正随
机赴裕安区、金寨县部分乡镇，督导调研深入贯彻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为基层减负等工作。市政协副主席、市
委秘书长汪宏军参加。

方正先后来到裕安区苏埠镇、金寨县白塔畈镇光慈村，
与镇村干部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学习教育和为基层减负工
作情况。他强调，要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委关于学习教育的部
署要求，紧密结合基层实际，突出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坚

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做实规定动作，力戒形式主
义，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让人民群众可感
可及。要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
坚持减负和赋能双向发力，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

调研中，方正沿途查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他指
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事关乡村振兴和群众福祉，要结合本
地实际，尊重群众意愿，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建立长效机
制，强化日常管理，确保把好事办好。

方正在裕安区和金寨县督导调研时强调

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记者与张志菊相识，已经十年有
余，每一次见面都有不同的感受，我经
常在想，是什么力量让一个曾经被命运
抛弃的女孩，走到了今天的成功。
初见志菊，感动于孝道。为父打针、

制作流食、擦洗身体、翻身按摩……像当
年养父照顾小时候的自己一样，她为养
父在生命的弥留之际撑起了一片天。再
见志菊，敬佩其坚韧。养父去世后，留给
张志菊的是18万元的债务。尽管如此，她
依然选择用柔弱的双肩、勤劳的双手，联
合周边乡镇的小伙伴成立合作社，并以
此为新平台，助力大山深处的土特产走

向全国，带动周边群众共同脱贫致富。全
国人大代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安徽好
人……再到此次的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
奖，一系列荣誉纷至沓来，我想这是对张
志菊一路走来最好的肯定。
采访结束，与志菊道别，“野菊花也有

春天”这句话一直萦绕在脑海。的确，张志
菊的人生就如同那路边的野菊花一样，面
对逆境，勤劳勇敢、坚韧不拔，即使是满目
萧然的季节，也要把生命最灿烂的金黄
色彩释放。同时，我也相信，会有越来越多
像张志菊一样的年轻人，在农村这片广阔
的天地，续写更多更精彩的青春故事。

图图为为张张志志菊菊蹲蹲在在地地里里割割下下鲜鲜嫩嫩的的草草料料准准备备喂喂鸡鸡。。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黄黄雪雪彦彦 摄摄

“志”在山野 “菊”自盛开
——— 记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张志菊

本报记者 黄雪彦 崔璨

本报讯(记者 齐盈娣)为进一
步推深做实为企服务工作，推动惠
企政策精准直达，助力我市工业企
业高质量发展，近日，我市正式启
动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政策咨询服
务三年全覆盖行动，通过集中宣
讲、入企解读、咨询辅导等方式开
展政策咨询服务，破解惠企政策

“看得见、摸不着”、政策宣贯“有温
度、缺精度”难题，打通政策落地的

“最后一公里”，推动惠企政策应享
尽享，增强企业获得感。
根据《六安市规上工业企业政

策咨询服务全覆盖实施方案(2025
-2027年)》，我市将归集现行有效
的支持工业企业惠企政策，组织专
业服务机构开展政策咨询服务，全
市每年完成辖区内1/3左右的规上
工业企业，同时动态纳入新入规企
业。2025年完成政策咨询服务工业

企业510户，2027年实现规上工业
企业全覆盖，确保企业政策知晓率
100%、问题办结率90%以上，形成

“政策宣贯—辅导申报—跟踪问
效”的闭环机制。

目前，市工信局已会同人才、
发改、科技、财政、人社等部门收集
梳理市级惠企政策，在《国家和省
惠企政策“白皮书”》基础上编制了

《六安市惠企政策“白皮书”》。各县
区比照市级做法梳理本级惠企政
策，形成“1+N”政策服务体系。下一
步，市工信局将联合市直有关单位
开展“益企赋能——— 政策进园区”
宣讲活动，持续优化政策服务的深
度与广度，通过三年全覆盖行动，
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力”，
实现规上工业企业政策咨询服务
的“量质双升”，助力企业纾困增
效、转型升级。

我市启动规上工业企业
政策咨询服务全覆盖行动

本报讯 (聂焱 记者 谢菊
莲 )记者近日从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近年来，我市聚焦皖西白鹅保
种育种、规模养殖、精深加工、品牌
打造、市场拓展等关键环节，多措
并举推进皖西白鹅产业高质量发
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强化资金人才支持。积极争取
省级财政支持，一季度成功争取皖
西白鹅产业发展专项资金200万
元，重点用于皖西白鹅良种繁育和
关键技术攻关。市级财政也加大投
入力度，安排3910万元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支持白鹅养殖
场规模建设及白鹅养殖设施设备
改造提升。同时，积极搭建科研合
作平台，联合高校和科研机构，深
入开展饲料营养、品种提纯、基因
组测序等课题研究。此外，市农科
院获批安徽科技学院研究生联合
培养基地、省级博士后工作站，进
一步提升了在皖西白鹅产业领域
的科研实力和人才培养能力。

开展遗传资源保护。一季度，
我市共收集皖西白鹅种鹅1300

只，其中，皖西白鹅原种场500只、
六安安皋500只、六安飞翔300只，
有效扩大了皖西白鹅保护基础群
规模。皖西白鹅原种场与皖西学院
紧密合作，开展皖西白鹅高产蛋家
系选育工作，已成功组建家系60
个、育种基础群300只。在一季度
选育工作中，共优选出高产蛋家系
12个，种鹅繁殖性能最高可达40
枚/只，为皖西白鹅的品种优化提
供了有力支持。

培育产业龙头企业。通过龙头
企业带动产业发展，提升产业整体
竞争力。海洋羽毛有限公司加快研
发车间建设，钢结构厂房已建成；兴
宝羽绒公司积极更新购置羽绒水洗
生产设备，尚康食品与合肥工业大
学合作开发低钠鹅食品，拓展了皖
西白鹅产品种类。在养殖环节，安徽
裕丰牧业现存栏种鹅近4万只，计划
5月续建标准化鹅舍，届时可存栏种
鹅10万只；宏程养殖公司现存栏种
鹅3 . 2万只，预计年产值可达3000
万元；安徽金丰牧业拟设计建设21
栋鹅舍，可存栏种鹅4万只。

我市皖西白鹅
产业发展稳步提质

5月10日上午9时许，阳光轻柔地洒
在上海农业展览馆的玻璃幕墙上，展馆入
口处已排起蜿蜒长队。上海市民顾联华老
先生挎着环保布袋，第三次踏入这片充满
皖西风味的展区：“昨天我便来这里买了
不少产品，听说今天有石斛老鹅汤，特地
赶来尝尝鲜！”这场由上海市商务委、上海
市政府合作交流办等部门指导，安徽省商
务厅、六安市人民政府等主办的“五五购
物节·皋品入沪六安周”活动，正以美食为
媒、文化为魂、科技为翼，在上海滩掀起一
场别开生面的“皖西风潮”。

步入农产品展区，扑面而来的鲜香令
人食指大动。六安胜缘食品有限公司的展
台前，工作人员正将加热好的石斛老鹅汤
分装成小碗，金黄油亮的汤汁泛着诱人光
泽。“这汤是用老鹅配霍山石斛慢炖出来
的，零添加却‘鲜掉眉毛’！”该公司总经
理金家群话音未落，又端出刚煎好的蒿子
粑粑，蒿草清香瞬间引得市民争相试吃。

“参加这个展会为我们带来了不少客户，
上海的一些商贸公司和酒店都过来与我
们对接。”金家群为这场活动竖起大拇指：

“举办这种活动，不仅能让上海的朋友更
加深入了解六安，了解六安的农产品，同
时也帮助六安企业扩大了知名度。”

不远处的霍邱友喜食品有限公司的
展台前同样人头攒动。这里陈列着令人眼
花缭乱的鹅肝制品：金砖鹅肝在灯光下闪
烁着诱人的光泽，红酒鹅肝散发着醉人的
醇香，蓝莓鹅肝则透着水果的清新。市民
王女士边扫码付款边感慨：“以前只知道
法国鹅肝，没想到六安的鹅肝更合‘中国
胃’。”

从麻黄鸡、皖西大白鹅等“老字号”，
到石斛饮品、灵芝孢子粉等“新势力”，从
防寒保暖的羽绒制品，到精美绝伦的婚纱

礼服，80余家参展企业不仅带来了六安
传统名优特产，还展示了近年来开发的深
加工、高附加值产品，进一步满足上海市
民的多元化消费需求。

除此之外，我市的非遗工艺品也备受
关注。在裕安区民间工艺品经营部展台
前，围观者屏息凝神——— 只见非遗技艺金
属编织传承人田显运指尖翻飞，手中的铜
丝如灵蛇游走。不一会儿，一幅立体感十
足的迎客松轮廓赫然呈现。“以前只编些
简单的小玩意，现在我们把人物肖像、十
二生肖等都融入作品中。”田显运一边说
一边展示他的作品，引得观众纷纷拍摄。

本届“五五购物节·皋品入沪六安

周”，直播带货成了“点睛之笔”。“家人们
看过来！这根霍山石斛鲜条胶质饱满，嚼
起来黏糊糊的，满满的都是精华！”在霍
山善良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直播间
里，主播正对着镜头展示石斛鲜条。镜头
外，公司总经理万善良在展台介绍新品，
忙得不亦乐乎。万善良一边演示他们带
来的最新产品霍山石斛鲜汁，一边对记
者说：“我们从2023年就开始尝试直播，
没想到线上销售收益不错，北上广深客
户占六成。这次展会我们特意带来新研
发的石斛饮品，这两天卖得很不错，这
不，都补了好几次货了。”

（下转三版）

本报讯（殷康兵 记者 汪
娟）自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
以来，霍山县但家庙镇以科学规划
为引领、以产业升级为抓手、以生
态改善为底色，全面优化农村国土
空间布局，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与农
民生产生活条件，推动农村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走进该镇但家庙村，昔日的荒
坡地，如今变成了丰收在望的油菜
田和小麦田。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带
来的改变不仅如此，通过“小田并
大田”，机械化种植得以高效推进，
当地的道路、沟渠、池塘等基础设
施同步提档升级。通过项目实施，
新增耕地400亩，主要用于种植油
菜、玉米、水稻等，不仅提高了土地
的利用率，也为村集体和村民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据了解，作为国家级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试点项目之一，自2023
年10月获省自然资源厅备案批复
后，但家庙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
点项目稳步推进。该项目整治区域
规模3.06万亩，涉及但家庙、花石嘴
2个行政村，总投资1 . 41亿元。实施
内容包括农用地整治、建设用地整
治、生态保护修复、历史文化保护和
产业引入五大板块。通过系统性整
治，一方面，耕地集聚规模效应日益
凸显，为农业发展和粮食保供打下
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土地效益得到
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整个
项目计划于今年6月底全面完工。项
目完工后，将实现耕地净增加681
亩，新增耕地率达6 . 85%。

5月9日，六安市人民
医院新入职的护士在秉
烛宣誓。
“5 . 12”国际护士节

来临之际，六安市人民
医院举行新护士入职仪
式和系列表彰及白衣天
使风采展示活动，表达
对一线护理人员的致敬
与问候。
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

题是“关爱护士队伍，
守护人民健康”。

陈陈力力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谢谢
菊菊莲莲 摄摄

但家庙镇综合整治
“唤醒”土地新活力

本报讯（市交）近日，随着最后
一片40米T梁精准落位，和襄高速
（六安段）青山特大桥双幅顺利贯
通，标志着该桥主体工程圆满收
官，为后续桥面铺装及附属设施施
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青山特大桥位于金寨县青山
镇境内，全长1157米，横跨G529。
因桥下交通繁忙，环保要求严格，
施工环境复杂。为确保梁板架设高
效推进，项目团队提前部署，建设
智能化预制梁场，引入自动化生产
线和数字化监控系统，使箱梁预制
效率提升50%至60%，有效保障了
梁板供应。

施工期间，项目团队面临地质
条件多变、高空作业风险高、雨季
汛期干扰等多重挑战。项目公司科

学统筹各参建单位，优化架梁方
案，采用“动态交通导改+分时段
施工”模式，最大限度减少对国道
通行的影响。同时，成立党员先锋
队驻守一线，全程监督安全质量，
严格落实环保措施，确保施工与生
态保护协同推进。

青山特大桥双幅贯通是和襄
高速（六安段）继东淠河特大桥贯
通后的又一里程碑式突破，标志着
全线特大桥施工取得重大进展。下
一步，和襄高速项目公司将以“大
干快上”的攻坚姿态，强化资源调
配，严控安全质量，加速推进桥面
系及路面施工，全力打造品质工
程，为完善区域路网、促进大别山
革命老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和襄高速青山特大桥贯通秉秉烛烛立立誓誓护护安安康康

沪 上 盈 动“ 皋 城 味 ”
——— 2025上海“五五购物节·皋品入沪六安周”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崔璨

“野菊花”也有春天
采访札记：

五月，是青春的季节；奋斗，是青春的
底色。五四青年节之际，当得知自己获评
2025年度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称号，并
将作为全省获奖代表去北京领奖时，“90
后”“新农人”张志菊的心情久久不能平
静。“感觉有点激动，同时也感觉多了一份
责任。一个人的青春总是那么短暂，我想
在有限的时间里，让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过
得更好。”颁奖前夕，面对记者的采访，张
志菊的感言朴实得像山间的清风。
时光倒流至1993年的一个寒夜，舒

城县山七镇庞畈村的农民张成贵捡到了
襁褓中的女婴，从此，这个被命运抛下的
小生命，便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养父劳
作时佝偻的脊背、鸡鸭争食时此起彼伏的
鸣叫、灶台上永远温着的粗茶淡饭，构成
了张志菊童年的“记忆拼图”。

初中辍学后，张志菊选择了外出打工，从

合肥到杭州，她从最底层的刷碗工干起，做过
服务员、迎宾、领班……十几年后，好学的她
成为了一名冷菜师傅，在杭州一家餐饮集团
工作，每个月有四五千元的稳定收入，在大
城市里渐渐立下了脚跟。然而，命运却对她
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养父被确诊为癌
症晚期。没有丝毫犹豫，张志菊立刻辞职，揣
着全部积蓄踏上归途。“父亲孤身一人抚养
我长大，作为他唯一的亲人，我必须回来。”
回忆如潮水漫过，张志菊眼眶微红。

回乡后，张志菊一边带着养父四处求
医问诊，一边开始了艰难的创业旅程。扛
过无数个难熬的日夜，渡过数不尽的难
关，还是没能留住养父的生命。2018年
春，养父在弥留之际，不舍地攥着张志菊
的手说：“一定要把债还上……”彼时，她
仅有的便是那山间的小屋和18万元的债
务。“爸，欠的钱我一定还清。”张志菊在
日记本上郑重写下承诺。

创业的艰难远远超过张志菊的想象。
没有场地，她租用亲戚家弃置的养猪场进
行翻新，搬砖头、挖渠道、埋水管、拉电
线……都是这个“90后”姑娘一个人干；

没有启动资金，她找银行、跑部门，申请了
3万元扶贫贷款；不懂养殖技术，她便抱
着养猪、养羊等各类技术书本彻夜研读，
硬是练就了给母猪接生、打疫苗的本领。
并且，为了省饲料钱，她凌晨便上山割猪
草，手指经常被划得伤痕累累。

山七镇的晨曦见证过张志菊的太多
艰辛，这也让她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日
记本上，我写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你还能
坚持吗’，我把日记当成疏导情绪的工具，
来激励自己勇往直前。”张志菊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抓住国家实施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的重大机遇，在地方党
委、政府的帮助下，2018年8月，张志菊联
合周边几个乡镇的小伙伴，成立了舒城志
菊农民专业合作社。从2019年开始，合作
社每年都会免费向村民发放蔬菜种子、鸡
苗、饲料等，帮助村里老百姓发展种植养
殖业，同时她借助淘宝网店、抖音直播等
途径，大力推销家乡土特产，为近千户群
众解决了农副产品销售难题。

如今，合作社拥有养殖、加工、销售3
大基地，其配送网络已覆盖合肥270个小
区、南京8个小区、上海4个小区。每天凌
晨4时，2000平方米的仓储中心灯火通
明，14辆冷链车载着黑毛猪肉、手工锅
巴、山茶油等奔向都市餐桌。2023年，合

作社年销售额近300万元。
“虽然接触到的工作都很陌生，但我

从没觉得害怕，我心想，父亲既然能养鸡
养猪把我养大，那我自然也能和他一样，
把猪养好、把庄稼种好！”张志菊话语中，
透露出骨子里的那股“倔劲”，“能够帮上
乡亲们的忙，帮助他们脱贫致富，为家乡
做些贡献，这是我的荣幸。”

“乡村振兴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一群
人的共同奋斗。”张志菊常把这句话挂在
嘴边。当2024年合作社年营收突破600万
元时，她把目光投向更远处——— 废弃13
年的老粮站正在改造，有着74年历史的
红砖墙即将见证新厂房的诞生；在养鸡场
引入物联网监测，让客户们实时看到鸡苗
成长过程；而她最珍视的“农户合伙人”计
划，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

在电商中心，18岁的小伙熟练打包货
物；锅巴生产线上，50多岁的刘传秀大娘
正在制作锅巴；养殖基地里，聋哑员工施
安定忙着喂鸡……“我们合作社有45名
员工，平均年龄65岁，但每个岗位都有年
轻人带班。”合作社生产负责人罗艳军告
诉记者，五年前，他与张志菊因互联网相
识，当得知张志菊的事迹时，他十分震撼，
也被张志菊百折不挠、努力奋斗的精神折
服，便前来“投奔”。 （下转三版）

榜榜样样六六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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