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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春夏，还是秋冬。霍邱县临水镇
的凌晨，总比皖西其他地方“醒”得更早。
当月光还在房檐上徘徊，酿酒车间已蒸
腾起白色雾气。年逾50的吴孝海裹紧带
有酒厂logo的工装，俯身贴近一排排明
清古窖池，指尖掠过酒糟的刹那，仿佛在
与沉睡的微生物细语。出池、拌料、上
甑……一双粗糙而温暖的手掌，仿佛能
与酒糟对话。

从农民学徒到全国劳模，30年如一
日，吴孝海在一铲一甑间，酿出了岁月醇
香。他的故事，是坚守、传承与担当的完
美融合，更是初心、匠心与琼浆的绝美碰
撞。

“酿酒夸父”的逐梦轨迹

30年前的深秋，22岁的吴孝海干完
农活，攥着皱巴巴的入职通知，站在临水
酒厂斑驳的铁门前。向前迈出一步，就得
到了镇里最“体面”的工作。彼时的他不
会想到，这条通向酒厂的路，会成为丈量
匠心的刻度。

暑去寒来春复秋，夕阳西下水东流。
每天凌晨1点，当整个小镇还沉浸在酣眠
中，吴孝海就跨上那辆叮当作响的自行车，
在布满碎石的土路上颠簸前行。手电筒昏
黄的光晕，常与夜枭的啼鸣相遇，而最可怕
的不是黑暗，是睡眼惺忪时，或是大雨滂沱
时，连人带车栽进路边沟渠的瞬间。

“暴雨把土路泡成泥潭，我连人带车
摔进沟里，浑身是泥爬起来，第一反应是
怀揣的测温本，看看有没有淋湿。”吴孝

海笑着回忆往事：“那次摔断锁骨，医生
让我躺三个月，可窖池里的酒糟等
不得人啊。”手术后拆完绷带，他
就溜回车间，即使用不上劲儿，
也要站在甑锅旁多看一眼。

在吴孝海眼里，酿酒就
像养孩子，一天不盯着，心
里就空落落的。车间里，
时间仿佛被拉长了维度。
30年间，从家往返酒厂，
他骑坏了1辆自行车、6辆
摩托车，累计骑行里程超
过10万公里，这些数字拼
凑出一个当代“酿酒夸父”
的逐梦轨迹。

“酿酒是和微生物对话，
它们不会说谎，温度对不对，
手一摸就知道。”吴孝海凭借对
温度的敏锐感知，独创了“腋窝测
温法”，将误差精准控制在0 . 5℃以内。
这一“绝技”源于一次就医的灵感，他发
现腋窝温度的稳定性后，便开始了独特
的训练。他将手置于腋窝感知基准温度，
经年累月反复对比窖池、酒糟的温差，让
手掌成为灵敏的“生物温度计”。

上甑、拌料，堪称非遗酿酒工艺的
“灵魂工序”。吴孝海手握铁锹，铲起沉甸
甸的糟醅，以“轻、洒、匀、铺”四字要诀，
如细雨般均匀洒落甑锅。每日重复2500
次上甑，10000次拌料，这些重复的动作，
早已融入“肌肉记忆”。10年间，经他手上
甑、拌料的酒糟就超过16500吨。一连串

数字的背后，是道不尽的艰辛。
冬季寒气逼人，夏季围着甑锅，吴孝

海忍受着60℃的高温炙烤，双手不是生
出冻疮，就是烫出水泡，双臂常因为酸痛
难以抬起。但他咬牙熬过了岁月，还练就
了“开弓上甑”的独特技法，让传统工艺
在精准与韵律中效率翻倍。用吴孝海的
话说：“当粮食变成美酒的那一刻，所有
苦和累都值了。”

（下转三版）

榜榜样样六六安安

本报讯（记者 齐盈娣）5月13日，市委书记方正随
机赴霍邱县部分乡镇，督导调研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学习教育、粮食生产、防汛抗旱、特色产业发展等工
作。市领导霍绍斌、汪宏军参加。

在乌龙镇陡岗村、河口镇，方正与镇村干部面对面交流，详细
了解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他强调，开展学习教育归根结底是加强作
风建设，要结合基层实际，突出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密切联系服务
群众，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更严要求、更实作风将贯彻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抓在经常、融入日常，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群众可感
可及的成果。

方正先后来到扈胡镇再生稻万亩示范片现场和霍邱县稻丰生
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了解再生稻种植、农业社会化服务
等情况。方正叮嘱基层干部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加强宣传引
导，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农
业生产综合效益；勉励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服务内容，不断提
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

方正实地了解龙潭水库库容、蓄水、放水等情况。他强调，霍邱
县防洪保安任务重，要强化工程性措施，补齐短板弱项，筑牢防汛
抗旱防线。方正来到霍邱禾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了解小龙虾深加
工情况，要求县乡尽可能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发展难题，发挥龙头企
业带动作用。

方正在霍邱县督导调研时强调

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效

本报讯(本报记者)5月13日，第五次全市民政会议召开。市委
书记方正作出批示，市长刘洪洁出席并讲话，副市长李煜、市政府
秘书长王思春参加。

方正在批示中指出，近年来，全市民政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主责主业，积极改革创新，
有力推动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各项工作取得
新成效，成绩值得充分肯定。新征程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
握民政工作政治属性，站稳人民立场，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
底性民生建设，用心用情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一老一小”关爱
服务等民生实事，以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助力六安现代化建
设。

刘洪洁在讲话中指出，打造“三地一区”、实现“三个往前赶”奋
斗目标，必须发挥好民政“托底”作用，持续锻长板、补短板、固底
板。要深刻认识民政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牢牢把握
民政工作的政治属性、人民立场，突出重点、担当作为，扎实推动民
政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兜住兜准兜好基本民生底线，加快养老事业
产业协同发展，不断提升社会事务管理服务水平，着力推进基层社
会治理提质增效。要注重风险防范，着力做好民政领域安全稳定工
作。要坚持干字当头，狠抓责任落实，保持优良作风，锤炼过硬本
领，筑牢廉洁防线，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见行见效。

本报讯（记者 李珊珊）5月14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洪
洁前往市政务服务中心，调研“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他强调，要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
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紧盯企业、群众办事需求，
聚焦“高效”和“办成”两个关键点持续发力，深入推动政务服务提
质增效。市政府秘书长王思春参加调研。

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刘洪洁先后来到人社、公安、交通、社会事
务等综合窗口，体验相关业务办理流程，并与窗口工作人员、办事
群众深入交流，认真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和意见建议。他指出，市政
务服务中心是联系和服务群众、企业的重要窗口，要坚持需求导
向，持续在优化办事流程、精简办事材料、压缩办理时限上下功夫，
最大限度利企便民。

刘洪洁强调，“高效办成一件事”是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
能的重要抓手。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以工业互联网思维
改造优化政府工作流程，主动改革创新，强化协同配合，在更多领
域更大范围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部门主要负责人要亲身体验
政务服务事项办理全过程，从企业和群众视角出发，查找痛点、堵
点问题，及时整改落实，不断优化服务体验。要强化数字赋能，推进
线上办事“一网通办”，更多事项“智慧好办”。要加强政策解读和宣
传引导，主动靠前服务，实现利企便民政策和服务精准直达，不断
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本报讯（记者 黄雪彦）5月12
日上午，安徽省科技创新大会在合
肥召开，会上表彰了对我省科学技
术进步、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
献的科学技术人员和组织。其中，
313地质队二级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朱恒银作为“5000米深部资源勘察
智能钻探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的
首席专家荣获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
等奖。

1955年出生的朱恒银，是全国
知名钻探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他坚持“一辈子只干好一件
事”，从事地质钻探第一线野外工作
40余年，先后主持和参加国家、省
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他领衔开展
的《深部矿体勘探钻探技术方法及
设备研究》，建立了入地3000米深
部岩心钻探技术体系，将我国地质
找矿深度从 1000米以浅推进至

3000米以深，并突破5000米的国
际先进水平。

朱恒银带领团队通过产学研用
深度融合，研发的国内地勘行业首
台5000米钻深智能钻探装备及深
地钻进关键系列技术，攻克了不提
钻条件下多种钻进工艺高效切换的
技术难题，突破了我国地下资源勘
探5000米深度自动化、信息化、智
能化核心技术。

本报讯（吴小艮 记者 黄雪彦）2025年5月是第五个“民法
典宣传月”。近日，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委宣传部、市司法局联合印
发《2025年“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方案》明确，在第五个“民法典宣
传月”期间，以“民法典进企业”为重点，统筹推进民法典普法工作，
着力构建“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
法治环境，助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活动重点聚焦习近平法治思想、民法典基本原则与核心规定，
以及与企业生产经营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在宣传
内容上，着重突出民法典维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提振发展信心的
关键作用。为确保活动取得实效，我市精心策划部署了一系列丰富
且务实的活动。市司法局联动市委宣传部、市人大常委会监司工委
实施“江淮普法行”送法进企业专项普法活动；市中级人民法院与
市工商联协同开展“援法护企”行动；金安区创新打造“普法市集”，
裕安区推出“板凳说法·‘典’亮生活”活动，叶集区组织律师等团队
开展助企活动。市交通运输局、农业农村局、税务局等部门将分别
围绕物流园区、涉农主体、税收法治等领域实施精准普法，切实将
法治要素转化为企业核心竞争力。

同时，我市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农家书屋等阵地，整
合村（居）法律顾问、“法律明白人”等力量，开展“民法典进乡村（社
区）”集中行动。霍邱县开通民法典普法公交专线，金寨县创新法治
电影展播，霍山县实施青少年普法“六个一”工程，舒城县开展“法
护婚姻·‘典’亮幸福”主题活动。市委网信办深化“六安e普法”品
牌，市检察院、市卫健委等单位开展“法进高校、法进医院主题”活
动，构建“沉浸式”学法场景。市公安局开展涉企执法规范以案释
法，市财政局组织国有企业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
传，六安海关依托“合畅2025”专项行动指导企业合规经营。

目前，各项活动均在有序进行中。

三十载匠心“酿”岁月醇香
——— 记全国劳模、安徽临水酒业有限公司酿酒车间主管吴孝海

本报记者 储著坤 沈夙婉 文/图

30年坚守，诠释匠心。吴孝海的身影，如
同扎根传统土壤的老树；他的故事，宛如一
盏明灯。始于对传统的执着，终于创新的光
芒。他的匠心，不仅是技艺的精进，更是文
化的坚守；他的传承，不仅是技艺的延
续，更是责任的担当；他的履职，不仅是
使命的履行，更是情怀的抒写。
这位从皖西乡间走出的酿酒人，用沾

满酒糟的双手，把“择一事终一生”的信念
融入血脉。从酿酒车间到人民大会堂，从酿
酒新手到全国劳动模范，他用双手于一铲一
甑间酿出醇香美酒，用匠心灌注于传统工艺的
每道工序，用初心与奉献温暖着一方乡土。
吴孝海的故事，是皖西众多劳动者的缩

影。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日复
一日的坚守，在平凡岗位上铸就非凡。这种
“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的精神，恰似陈年
佳酿，愈久弥香。它不仅滋养着传统工艺的
根脉，更成为推动社会前行的坚实力量。这
份匠心坚守，正是时代最珍贵的精神坐标。

采访札记

酒香深处 匠心永恒

吴吴孝孝海海（（左左））向向徒徒弟弟传传授授酿酿酒酒技技艺艺。。

5月13日，裕安区徐集镇菊花村，安徽紫
荆花智慧农业科技产业园种苗繁育园里绿
意盎然，钢架上一垄垄草莓原种苗生机勃
勃。
据了解，该种苗繁育园占地1 . 6万平方

米，按照六代温室大棚国家标准设计建设，
5G+互联网技术加持，配套建设组培实验
室、自动化栽培苗床、智控水肥一体化设施，
实现育苗全周期各要素环节近远程精准可
控。去年3月投产后，已繁育出13个品种，其
中2项荣获国家专利，年生产草莓脱毒原种
苗100万株，畅销省内及云南、河南、浙江等
地，有力促进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
左上图：智慧农业种苗繁育园智能玻璃

温室大棚与绿野、村庄相映成景。左下图左
一：大棚内温度、湿度等环境指标实时监测。
左下图左二：工人对草莓苗进行引插等管护。
右上图：工作人员通过智能水肥一体化管理系
统精准施肥、浇水。右下图：工作人员查看草莓
组培苗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 田凯平 摄

本报讯（程磊 记者 宋金婷）今
年以来，市水利局坚持“预字当先、以
防为主”，通过压实责任、排查隐患、强
化能力、夯实保障等系统性举措，全面
构建水旱灾害防御体系，为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筑起坚实屏障。

筑牢防御“责任堤”。全面部署做
好2025年水旱灾害防御准备工作，
根据人员变动情况，落实1031座小
水库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
人”，明确全市63个乡镇608个有山
洪灾害防御任务的行政村包保责任
人，确定36个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
汛责任人，充实调整26名市级水旱
灾害防御责任人。

消除防汛“拦路虎”。2月下旬起，

各县区水利部门组织对辖区内堤防
(含渠道堤防)、水库、穿堤建筑物、在
建水利工程、险工险段、涉河建设项
目等进行全面排查。在县区自查基础
上，市水利局抽调业务骨干开展水利
工程度汛隐患抽查，3月以来累计组
织82人次深入137个点位，对发现的
各类隐患逐一建立度汛风险隐患问
题、责任、措施、时限“四项清单”，强
化闭环管理，实行动态清零。

提升防御“硬实力”。常态化加强
雨水情站点维护，确保汛期雨水情信
息报得出、报得准、报得快。针对可能
发生的水旱灾害，市水利局将与应急
部门联合开展水旱灾害防御应急演
练，通过市、县、乡、村四级联动，全链

条展示实战应对。同时，围绕监测预
警、水工程调度等工作，梳理修订完
善河流、堤防、水库防洪抢险应急预
案、山洪灾害防御村级预案、行蓄洪
区运用预案、各类工程防御洪水调度
预案方案等。

增强防御“保障力”。动态储备袋
类、水泵、冲锋舟等价值约400万元防
汛物资，并建立物资管理台账，定期
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调得动、用得
上”。充实调整112名市级水旱灾害防
御技术专家和33家水利工程抢险企
业，组建具备丰富抢险经验和专业技
能的专业抢险队伍。此外，加强宣传
引导，提高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自
救互救能力。

当盛夏的热浪席卷而来，寻觅一片绿
水青山，在清凉中邂逅惬意时光，已然成
为众多游客出行的“心头好”。近日，六安
文旅以“度假、度心、度景、度趣、度学、度
味”为主题，精心规划多条夏季文旅线路，
向八方游客发出诚挚邀约，共赴一场悠然
闲适的夏日清凉之旅。
天堂寨上，云海翻涌；万佛湖畔，碧波荡

漾；燕子河大峡谷内，飞瀑流泉……六安境
内植被繁茂，处处弥漫着清幽静谧的气息。
近年来，我市充分发挥山区凉爽宜人的气候
优势，结合特色美食与绝美自然风光，适时
推出一系列避暑纳凉项目。民宿产业蓬勃兴
起，漂流时的惊险刺激、溪降时的酣畅淋漓、
露营时的闲适自在等丰富多彩的消暑娱乐
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纷至沓来。
夏日文旅的“火爆出圈”，生动彰显了

清凉资源的珍贵价值。着眼未来，若想进
一步擦亮夏季避暑度假旅游品牌，还需多
管齐下、精准发力。其一，不断完善基础配
套设施，提升文旅服务能力与水平。让游
客无需繁琐准备，只需轻松“拎包”扎营，
便能尽情享受清凉惬意。其二，深度挖掘
优质资源，持续强化旅游产品供给。将皖
西大地的秀美风光与露营、研学、户外运
动等当下热门元素巧妙融合，不断拓展旅

游内涵，丰富旅游载体形式，为游客带来全新的体验。其三，大
力推进旅游景点融合发展，持续赋能“避暑经济”。通过有机整
合农业、林业、文化、旅游等多方资源，大力推动绿色经济蓬勃
发展，为群众拓宽增收致富的新路径。
清凉山水激活“避暑经济”新活力。吸引游客靠的是资源禀赋，

而想要留住游客，更需要“苦练内功”，以高质量旅游
产品引人，用高品质服务留人。这个夏天，
期待更多游客走进六安，在青山绿水间、人
间烟火中，追逐清风明月，探寻幽美秘境，
邂逅一份专属夏日的浪漫与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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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大棚育“新苗”

第五次全市民政会议召开

刘洪洁在调研“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时强调

紧盯企业群众办事需求
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

我市启动
2025年“民法典宣传月”活动

我市全面构建水旱灾害防御体系

朱恒银荣获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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