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5年6月12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王娜电话：0570-6660365 投稿信箱：khrb@163.com综合新闻
JINRI KAIHUA

遗失声明

共同富裕勇争先

开化县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中心
联系电话：13819014969

开化县上音坑聚会点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3413000531902，声明作废。

本报讯（记者 胡萍 通
讯员 郑凌 黄怡乔） 6月 10
日清晨，村头镇青山村的枇
杷种植户余家祥坐上“甜蜜
青山共富专列”城乡公交车，
把一筐筐金黄饱满的枇杷运
往县城销售。“今年镇里帮我
们打通了新销路，果子更好
卖了。”余家祥笑得合不拢
嘴。他算了一笔账，坐免费
专列下山 19次，今年枇杷收
入有 1万多元，比前几年最
高时还多了近两成。

青山村在 20世纪 70年
代便开始种植枇杷，现有连
片枇杷林 1200余亩，年产量
达 30万斤。但由于交通不
便，枇杷的销路单一。今年，
村头镇精准施策，为青山枇
杷量身定制三大帮扶举措：
线上宣推，依托微信、抖音等
多元载体，通过“枇杷采摘导
图+枇杷销售导图”的“双图
双导”模式推介，强化青山有
机枇杷曝光量；布点共富集
市，在城区设立 3个精品销
售点，拓宽“前店后厂”销售
网络；对接交通部门，开通

“共富班车”，每日定点运输

鲜果直达城区。短短一个
月，全村枇杷销量突破 20万
斤，实现农户增收 200余万
元，户均增收近3万元。

青山村的丰收景象并非
个例。今年以来，村头镇以

“缩小三大差距”为目标，“一
村一策”挖潜力，靶向破解村
集体经济薄弱、农户增收乏
力等难题，让共富经济驶入
了快车道。

在士谷村，镇里牵线省
地质院专家实地勘测，引进
耐旱冬桃种植技术，120亩
桃林生长良好，目前正处于
套袋阶段，预计 10月后将为
村集体带来 60余万元收入；
前庄村曾是村集体产业薄弱
村，通过团联村驻点帮扶，协
助村两委发展薄荷、茄子等
短平快产业，并对接外地客
商包销，村民信心足了，今年
预计村集体收入能从往年不
足10万元突破至50万元，带
动农户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600余人次。

相距前庄村 7.8公里的
石畈村变化同样让人眼前一
亮。依托生态优势，镇里将

该村立为“明星村”来打造，
帮助村里对接县两山集团下
属两山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积极争取挂靠钱江源区域公
用品牌，推出“密坑源”系列
农产品，让乡村土货变成了
抢手的“金货”。

“我们的土猪吃高粱玉
米、喝山泉，订单供不应求！”
石畈村党支部书记汪志军指
着新建的 900余平方米养殖
基地介绍，镇里不仅联系省
农科院提供技术支撑，还规
划了 60亩桃林农旅项目，全
力构建土猪、蚯蚓、土鸡、桃

树为一体发展的立体生态循
环经济，用发酵后的猪粪喂
蚯蚓，蚯蚓喂土鸡，土鸡到桃
林吃虫子，并产生鸡粪给桃
树补充肥料，桃树生桃子供
采摘游，今年村集体产业销
售额有望达100万元。

“共富不是‘撒胡椒面’，
得精准滴灌，帮到关键处，扶
到心坎上。”村头镇党委书记
汪志鹏表示，接下来，镇里将
深化“强村公司”运营，推动
农文旅融合，让更多村民在
家门口捧上“金饭碗”。

开化县下淤村产业配套基础设施提
升项目-双溪公园、中村溪基础设施提
升工程项目的农民工朋友们：

开化县下淤村产业配套基础设施提
升项目-双溪公园、中村溪基础设施提
升工程项目由本公司承建，目前已经顺
利竣工。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
合同约定，与建设单位开化县音坑乡人
民政府进行工程资金结算，且准备将该
项目的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予以撤销。
为切实保障该项目农民工劳动报酬权
益，防止农民工工资被拖欠，请各班组及
农民工对该项目中的工资支付情况进行
结算、核对、确认，如还存在工资拖欠情
况，请在 2025年 7月 1日前向本公司提
出或申报，以便公司掌握欠薪情况，履行
工资支付责任。逾期未提出或申报造成
的工资拖欠，由班组长或农民工本人承
担相应后果，望相互转告。

特此告示。
江西金峰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2日

村头镇靶向施策激发活力
共富经济驶入快车道

关于撤销农民工
工资专用账户的公示

本报讯（记者 徐路 吴
竟义 余家希） 6月 10日下
午 4点 30分，随着最后一门
考试结束铃声的响起，2025
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

在开化中学考点，随着
大门缓缓打开，考生们冲出
考场，如同一个个充满活力
的小精灵，脸上洋溢着轻松
的笑容。家长们纷纷走上
前，为孩子送上鲜花和拥抱，
共同合影留念，用温馨的方
式记录下宝贵的人生瞬间。

“不管孩子考得怎么样，
我觉得对于她来说这都是一
次难忘的经历，希望她能够
坚持自己的目标，不断努
力。”学生家长刘女士说道，
这次陪伴女儿高考，也深深
感受到了孩子寒窗苦读的艰
辛，作为家长将继续支持孩

子的梦想，给予她更多的爱
与鼓励。

“孩子的目标是想要当
医生，我也非常支持，希望他
能够考出一个好成绩，如愿
踏上自己的学医之路。”学生
家长方先生说道。

高考结束，考生们也迎
来了放松的假期，谈到考完
后想做的事，考生们的眼中都
闪烁着期待的光芒。“我打算
把之前想看的文学作品都看
个遍，还想和朋友们一起去旅
游，看一看诗与远方。”开化
中学考生汪羽菲兴奋地说
道。

“高考结束之后想要培
养一些新技能，学一学视频
剪辑和拍摄，好好记录一下
自己的生活，过一个充实的
暑假。”考生冯靖雯表示。考

场外，她和妈妈深情拥抱，母
女俩笑容满面。

高考期间，全县供电、交
通、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共
同行动，为考生们保驾护航，
全力保障考场安全，在考场
外还设立了志愿服务站点，
为考生们提供服务，陪伴他

们度过人生的重要时刻。
高考，既是一个终点，也

是人生的新起点，在未来的
旅程中，祝福每一位努力的
学子，都能收获属于自己的
成功和喜悦。

2025年高考圆满结束

本报讯（记者 余立成 宋佳男）受
6月8日强降雨影响，何田乡遭受洪水侵
袭。6月9日上午，何田乡党员干部趁着
洪水暂退间隙，自发开展清淤消杀、道路
疏通等工作，一时间红马甲成为了村庄
最醒目的风景。

在长池村，河岸两旁农户家中淤泥
深积，几十名身着红马甲的党员干部正
与村民们协同清淤消杀，消毒水气味与
淤泥的土腥味在空气中交织，三人一组
推着载满淤泥的板车疾行，村民自发拿
着水管冲洗路面。

“接下去几天可能都有强降雨，我们
村两委 24小时轮守，并且村里的沙包、
救生衣等应急物资已全数待命。”陈富
说。

由于暴雨侵袭，高升村的部分道路
出现坍塌。第二天一大早，十余名村干
部就与村民在合力搬运碎石。此次强降
雨对何田乡十个行政村均造成不同程度
的侵袭，其中长池村、卫枫村、陆联村、高
升村受灾情况较为严重。为此，何田乡
党委政府第一时间作出反应，采取了相
关应急抗洪措施。

“昨天开始全体乡镇干部就已经在
岗值班了，在各村开展抗洪救灾工作，并
且我们还对全乡的抗洪应急物资进行了
相应的统筹调配。”何田乡党委委员、副
乡长华星相告，目前何田乡的乡、村两级
的防汛物资充沛，可确保第一时间投用
到位。

何田乡党员群众
携手应对强降雨

本报讯（记者 闵晓婷
童亚文）连日的强降雨对我
县水产养殖造成了一定影
响，为最大限度减轻养殖户
的损失，6月10日，县农业农
村局水产技术推广站的农技
专家深入一线，前往何田乡
清水鱼养殖基地，为农户们
提供恢复生产方面的技术指
导。

在何田乡十一都清水鱼
养殖基地，由于 9日上午的
强降雨，洪水淹没基地，导致
外塘养殖的 10000 多尾共
6000多斤清水鱼逃离鱼塘，
部分鱼塘流入浑水。

“首先要做好消毒，避免
浑泥水带来的杂质导致鱼病
的发生。塘里的一些设施设
备要抓紧时间维修或者更
换。”县农业农村局技术推广
站农技专家许柳晨在查看实
地情况后，指导鱼塘负责人
要选择合适时间重新投放，
尽快恢复生产。

同样受损严重的还有谷
雨家庭农场，强降雨后，鱼塘
水位猛涨叠加山洪，塘内最
高水位达到了 2米。“昨天我
初步去看了一下，逃走了很
多鱼，留下的不到 10000
斤。”谷雨家庭农场主金海峰

说。
相比受损严重的养殖

户，田畈鱼庄吸取 2017年强
降雨的经验教训，在基地进
水口处增加了阀门，并密切
关注官方实时更新的天气预
报，及时采取措施，使得鱼塘
在暴雨冲刷下仍能保持清
澈。

“2017 年以后，我就在
鱼塘的一些进水口处增加了
阀门，有洪水进来时候就可
以把阀门关掉。现在县里水
产业协会每天都有天气预报
信息，如果有大雨，我们就提
早把上游水关掉，再把鱼塘

的底增氧打开，鱼塘就不会
受暴雨天影响。”田畈鱼庄养
殖户汪立友介绍。

据统计，全县目前水产
养殖池塘受灾面积共计 130
亩（其中包括工厂化及大棚、
浅海滩涂（贝、藻、网箱），总
产量达损失共计 60吨，经济
损失 410万元。“下一步会对
他们进行一些生产指导，包
括灾后鱼病防治、鱼苗重新
采购等。”县农业农村局水产
技术推广站长钱涛告诉记
者。

农技专家深入一线 指导水产渔业有序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