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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余晓群
刘王超） 9月 20日，县十一
届政协之友联谊会成立。县
政协主席汪黎云，县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郑胜军出席。

大会审议通过了《县十
一届政协之友联谊会章程》；
选举产生县十一届政协之友
联谊会名誉理事长、理事长、
副理事长、秘书长。

十届县政协之友联谊会
于2017年4月成立，五年来，
联谊会始终坚持高度的政治
自觉和大局意识，不断巩固
和强化党的思想引领作用，
密切关注涉及全县经济社会
发展的大事要事，并积极献
计出力；坚持以人为本的办
会理念，通过组织开展形式
多样的会员活动，使会员之
间相互建立起牢固的感情基
础，进一步密切了会员之间
的联系，也为开化政协事业
和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
积极的贡献。

作为新上任的联谊会理
事长，汪黎云要求，成员们要
不断加强学习，坚持用党的
创新理念武装头脑，深入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实
省市党代会、市委、县委全会
精神，真正做到与党委政府
在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
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
今后五年，是开化深入贯彻

“1151”工作体系，切实推进
“两个先行”，大力建设现代

化国家公园城市的关键时
期，要继续充分发挥经验丰
富、联系广泛、德高望重的优
势，为党委政府鼓劲助力，为
社会发展汇聚合力，为政协
事业献计出力；联谊会要密
切加强与历届政协委员和社
会各界的联系，积极探索开
展工作新形式、新途径，使团
结和民主的氛围更加浓厚，
活动更加丰富多彩。

郑胜军表示，联谊会作
为县政协发挥职能的强力助
手，已经成为县委、县政府联
系方方面面的桥梁纽带，希
望各位老领导能发挥自身经
验丰富的优势，围绕社情民
意，为开化打造“习近平山区
共同富裕重要论述先行实践
地”、建设“现代化国家公园
城市”积极建言献策，对县
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多宣
传、多引导，对身边出现的矛
盾和问题多解释、多协调，对
周围群众的想法和要求多沟
通、多反映。同时政协要当
好政协之友联谊会的大本营
和大后方，做好各项服务工
作；联谊会要积极举办各种
活动，密切会员之间的联系，
使感情融通，友谊长存。

会后，县十一届政协之
友联谊会成员一行先后前往
绿色产业孵化园、两新产业
园，参观了解产业发展情况。

县政协副主席顾劲立，
县政协秘书长陆永和参加。

本报讯 （记者 周瑜 郑宇
琪 夏章琳 余家希 黄杰）池淮
镇地处开化县西南部，池淮溪、
张湾溪两条水脉缓缓流淌，孕育
着以茶叶、粮油、小水果为特色
的农产品，是开化的“农业第一
大镇”和生态农业资源的“标杆
地”，还拥有全县唯一的省级现
代农业园区。近年来，池淮镇依
托现有的农业产业资源，充分利
用自身区位优势和良好的经济
基础，绘就出“农民增收、企业增
效、集体增富”的共富场景。

创富：“江湖人”的农业梦
“我家八月炸，种在深山啊

……”9月 16日，池淮镇余田畈
村的八月炸已经迎来采摘期，种
植基地新鲜的八月炸挂满枝头，
炸开的口子里可以瞥见果面亮
泽，水份饱满，莹白得令人垂涎
欲滴，“新农人”吴德程正拿着刚
刚采摘下的果子，向直播间的网
友们边唱歌，边推介八月炸。

“八月炸成熟之后，每天订
单不断，原先的客户也从江浙沪
拓展到了深圳、广州、北京。”吴
德程自豪地说，因为要严格控制
果品的口感和成熟度，每次采摘
的数量有限，订单早早就从去年
排到了现在。

1981年出生的吴德程，早年
因模仿香港明星，曾 4次登上央
视，也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但他
心里一直有一个“农业梦”。
2013年，在叔叔家做客的吴德程

尝到了充满童年回忆的八月炸，
也勾起了他回乡做农业的心思。

近年来，池淮镇借助省级现
代农业综合区的建设，着力提升
农业产业集聚水平，集中建设了
一批布局集中、功能融合、示范
带动作用明显的农业园区，引领
农业转型升级和现代创意农业
发展。“我们池淮镇一直以来就
是农业大镇，对农业产业的扶持
力度也比较大，也让我更有信心
把我的八月炸产业发展起来。”
吴德程说。

助富：身残志坚，路边也能
结出“共富果 ”

“罗来坤，你家瓜棚拆得怎
么样啦？有没有需要帮忙的。”9
月 16日傍晚，张老拐来到罗来
坤的果园里，查看瓜棚拆卸进
度。每到种植的关键节点，张老
拐热心帮忙的一幕总会在果园

里出现。
张老拐，原名张士福，因右

腿先天性三级肢残，深知特殊群
体的苦楚。8年前，得知好友罗
来坤因车祸受伤，身心受创，张
老拐立马上门看望他，鼓舞他和
自己一起做起水果生意，并在自
家瓜田边上，帮他物色了一块农
田种植瓜果。

当有人问及都销售同样的
水果，会不会被别人抢了生意，

“怕啥呀，我巴不得大家都在这
里种水果，打出我们水果一条街
的名声。”张老拐笑着说，这些
年，他没少得过镇、村两级的帮
忙，他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
像他这样的群体一起致富。

如今，张老拐成立了“张老
拐家庭农场”、合作社等，种植西
瓜、葡萄、草莓等水果，季季向市
场供应新鲜水果。 （下转二版）

本报评论员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风骨
与灵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是县委、县政府着眼全局、立
足长远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
部署，也是县委、县政府对全
县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是
当前应该做、可以做、必须做
好的一件大事。全县上下以

“创则创成、创则必成”的信
心、闯关夺隘的勇气、舍我其
谁的担当，攻坚克难，奋力打
造文明之城、品质之城、数字
之城、幸福之城。

自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开展以来，全县上下思想
一致、认识一致、行动一致、
步调一致，我们的城市正翻
天覆地变化着——

城市形象在显著提升，

芹江一桥顺利通车、城区主
次干道完成改造、老旧小区
提升有序推进，城市乱象不
断减少，公共设施日趋优化，
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城市管理在不断完善，
开展“县领导创建日”“联动
创建日”“全民创建日”等活
动，进一步营造浓厚氛围，同
时还开展“联合执法进小区”

“一日三巡查”“清楼包户”等
活动，形成行之有效的长效
管理制度，精细化、智能化管
理水平逐步提升。

群众幸福感在持续增强，
各单位紧盯群众反映的“急难
愁盼”问题，将文明创建与为
民办实事有机结合，市民居住
环境更舒适、交通出行更便
捷、休闲娱乐更惬意，幸福指
数不断攀升。 （下转二版）

本报讯 （记者 王钰 葛继
锐 余亚楠） 9月 20日，县委书
记、县级总河长夏盛民前往池淮
镇、长虹乡调研抗旱工作，开展
巡河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
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因
地制宜、科学组织，上下联动、形
成合力，全面提升抵御旱情的能
力水平，扎实做好巡河护河工
作，持之以恒抓好河长制工作，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活生产用
水。

夏盛民一行首先来到池淮
镇白渡水库，检查水库蓄供水情
况。入夏以来，我县遭遇连续晴
热高温天气，造成全县各水库蓄
水量明显下降。夏盛民详细了
解了水库库容调蓄、引水抗旱等
情况，他指出，要进一步强化水

资源管理使用，坚持优调水、抓
节水、保供水，从严从细管好水、
用好水，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要
先一步加强水资源精准调度，牢
固树立“以人为本”理念，聚焦群
众需要，科学合理供水输水，保
障居民生活生产。

当前正值水稻成熟的关键
期，持续高温少雨天气，也给农
业生产造成一定影响。在立江
村立江畈，夏盛民走进农田查看
旱情和水稻长势，与水稻种植户
深入交流。了解到在农业农村
局、水利局、乡镇等多方帮助下，
基本可以满足农田灌溉需求后，
夏盛民强调，相关部门要持续加
强农业防旱抗旱技术指导和措
施实施，深入分析研判旱情、雨
情、水情，早预警、早准备、早谋
划、早行动，严格落实保供水、稳

生产各项措施，全力确保农业增
产增收。

在长虹乡，夏盛民来到虹桥
村备用水源地和虹桥供水站，实
地调研农饮水供水情况。他指
出，农饮水供水工作关乎民生福
祉，必须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
举措上实之又实，快速进行供水
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大排查，对
发现的问题，明确解决措施、落
实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时限，实行
闭环销号式管理；不断强化农村
供水工程运维管护，加大水源地
日常巡查频次，多措并举、多方
发力、全方位保障农村居民用水
稳定供应。

副县长方明，县政协副主
席、县委办主任吴照生等参加。

夏盛民在调研抗旱工作 开展巡河活动时强调

全面做好河长制和防旱抗旱工作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活生产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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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十一届政协之友
联谊会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