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留在屯溪，想不和你分离，在无
聊的时候还会去江心洲散一散心，心中
的屯溪，曾经的你……”一把吉他，温暖
的歌声，是凌雨晴表达对黄山眷恋的方
式。

凌雨晴的老家在安徽蚌埠，从黄山
学院毕业后他就留在黄山，开始了创业
之路，成立拾光音响公司，工作之余，和

小伙伴们组建了 DEAO 乐队，开始活跃
在 黄 山 市 各 个 大 型 活 动 和 商 演 的 现
场。“我之前做过流浪歌手，去过很多地
方，背一把吉他在路边唱歌，最后还是
觉得黄山好，既有‘颜值’又有内涵，适
合生活，也适合创作。”凌雨晴说，在屯
溪生活多年，他觉得此生已割舍不了对
这座城市满满的眷念，作为一名音乐
人，他选择用音符传递情感。“毕业之
后，我就一直在创作关于黄山的歌，比
如黄山的人、黄山的事、黄山的过去和
我眼里的黄山是什么样的。我希望每

个黄山人都能从我的歌里，回忆起在这
个小城点点滴滴的生活片段，感受美好
和幸福。”几年下来，他创作了《如是一
生》《黄山的冬天》等十几首原创歌曲，
每一首都盛满了他对黄山这座城市的
热爱与依恋。其中，2017 年他创作的
歌曲《屯溪的你》被选为央视纪录片《人
文地理》第六集《小城故事之寻觅徽州》
的片尾曲。一时间，这首歌响遍大街小
巷，人们争相传唱。“现在我的歌曲均是
免费的，大家都可以用来传播黄山、宣
传黄山。”凌雨晴说。

从民谣到说唱，凌雨晴也在不断创
新音乐形式，他还注册了“徽州青年”抖
音账号，将歌曲拍摄成 MV，通过网络
传播。“我希望能以多种音乐风格讲述
黄山故事，让喜欢不同音乐风格的受众
都有机会听到关于黄山的歌。”除了音
乐形式，凌雨晴也在不断更新创作内
容。“早期写的歌偏口语化，后来逐渐了
解、喜欢上徽州文化，就决定将更多文
化的内容融入歌曲，想让大家在听歌的
同时感受徽州文化的底蕴与魅力。”

“你留在一个城市的原因，是你和
这个城市、和这个城市的人之间建立了
某种情感，于是你喜欢这个城市。对我
来说，黄山就是这样。”凌雨晴说，作为
一个新黄山人，未来，他将不断利用专
业所长，做好歌、唱好歌，用音乐讲述更
多、更好的黄山故事。

·李晓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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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从
5 月 13 日开始，徽州区连续开展了 5 次
区域核酸检测，一批批医护人员星夜集
结，一名名党员志愿者闻令而动，下沉
到核酸采样第一线，坚守在疫情防控最
前沿，奋战的身影成为战“疫”场上最靓
丽风景。

采样、装管、密封、消毒……5 月 17
日一大早，来自黄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的
核酸采样员程斌就已经全副武装，紧张
忙碌在核酸采样现场。自 5 月 13 日全
区启动区域核酸检测工作以来，他身披

“白色铠甲”，连续 5 天奋战在一线，用
实际行动彰显了一名医务工作者的责
任和使命。

“作为一名医生和一名党员，在疫
情防控的紧要关头，我必须冲在最前面，
保质保量完成核酸采样任务，守护人民
群众的健康安全。”程斌表示。疫情发生
以来，徽州区高效集结青年骨干力量，组
成疫情防控青年志愿服务队，第一时间

深入乡镇社区和采样点位，协助医护人
员做好秩序维护、信息登记等工作。

“作为一名青年志愿者，越是关键
时刻越要挺身而出、展现担当，做好核
酸 检 测 保 障 服 务 工 作 。”凌 琦 和 其 他
3000 余名志愿者，下沉防疫一线，参与
24 小时包保小区、核酸检测秩序点秩
序维护及村组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等，测
体温、两码查验，宣传发动群众参与核
酸检测，做到应检尽检。

“这么多天这么多医护人员和志愿
者，不辞辛苦地给我们采集核酸，我们
非常感谢。”市民郑露露说。

核酸采样和检测工作的高效有序
开展，离不开多方力量的支持。从乡村
到社区，从清晨到黑夜，无数奔忙在核
酸采样、检测一线的“平凡人”“暖心人”
昼夜奋战、日夜坚守，用多一份坚持和
多一次服务，努力为群众筑起一道生命
健康的“保护墙”。

·江大俊 闫艳 周文静·

防疫一线的“最美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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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县歙县““五小园五小园””扮靓美丽乡村扮靓美丽乡村

凌雨晴：用音乐讲述黄山故事

“ 寻 找 爱 心 退 役 军 人 ，我 们 要 真
诚 感 谢 他 给 我 们 的 勉 励 ！”5 月 17 日
17 时 56 分，歙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相
关 负 责 人 潘 利 青 在 朋 友 圈 发 出 寻 人
启事。

当日，艳阳高照，天气炎热。歙县
经开区核酸检测采样点，一位大约 30
多岁的小伙子戴口罩，骑电瓶车赶来，
敬过礼，送给工作人员 1 箱矿泉水、4 个
大西瓜和几十根雪糕，留下一句话“你
们辛苦了！我是一名退伍军人！”即匆
匆离开，未告知任何联系方式。

记者了解到，歙县经开区一些企业
也奉献了爱心，或表达捐助意愿。安徽
省乐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办主任曹国
剑说，天热，走在外面都流汗，抗疫人员
辛苦，作为企业也应尽绵薄之力。他们
购买 30 多箱矿泉水、近 50 盒藿香正气
水 、500 包 仁 丹 、2000 只 口 罩 ，5 月
17-18 日，连续两天派出多名员工，到
开发区核酸检测采样点，帮助维持秩
序，发放爱心物资。腾博电子公司董事
长姚业勤告诉记者，公司已向歙县经开

区捐赠口罩 5 万只，向王村镇捐赠口罩
2 万只，“希望疫情早点结束，全民抗
疫，企业有责。”

“大热天，工作人员穿着不透气的
防护服，指甲都磨白了，确实很辛苦。
党旗在飘扬，党员在带头，还有群众的
支持配合，全民战‘疫’一定会赢。”潘利
青感言，当下，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
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黄山军分区政
治工作处决定在全市开展 2022 年“最
美退役军人”宣传活动，讲好退役军人
故事，展现其可亲、可敬、可爱形象，持
续激发退役军人荣誉感、责任感、使命
感，激励引导全市广大退役军人永远听
党话、跟党走，推动全市干部学习先进、
争当先进，不断从先进中汲取精神营
养，助力黄山建设。为此，尽管线索有
限，仅有现场拍摄的图片，他们仍努力
寻找这名退役军人，表达敬意，“或许他
是开发区企业员工，我们在企业群也发
了寻人启事，希望能找到这位‘身边的
好人’。”

·黎小强·

寻人启事发出后

本报讯 屯溪区阳湖镇兖山社区
腰鼓队自 2014 年成立以来，助力移风
易俗，激荡文明新风。

社区负责人赵武进介绍，腰鼓队
义务服务居民操办红白喜事，宣传禁
放烟花爆竹、爱护生态环境等，如今已
发展到五六十人。

作为社区妇女工作的“领头羊”，章

丽芳见证着腰鼓队点点滴滴的可喜变
化，“看到大家业余生活贫乏，我便组织
几名女同志跳舞健身，现在队伍壮大
了，在文明创建中发挥了不小作用。有
一家妯娌关系不和，为一块地争执。腰
鼓队主动做思想工作，劝导各退一步，
都是一家人，何必因为小事让彼此都
心中不快。妯娌俩听到了心里，握手言
欢。腰鼓队有位成员，女儿结婚。大家
一起上门，帮助布置新房，敲锣打鼓迎
亲，热热闹闹。腰鼓队遇到事情要商
量，就通知晚上 7 点开会，没人迟到。

我们请专家学者宣讲《民法典》，引导夫
妻要互敬互爱。土地补偿、房屋拆迁、
财产分配，都要依法办事。”

参加腰鼓队，身体好，心情好，讲
文明，队员们感触尤深。

李丽霞回忆，2016 年前，她常感头
疼脚疼，浑身不舒服，后加入腰鼓队，整
个人精神抖擞，面貌焕然一新。在外自
觉排队，和善待人，在家勤做家务，尊老
爱幼。隔壁有位 86 岁老人，下午没人
照料。她主动推车，送老人回家，说些
暖心话。母亲 90 岁了，最近身体状况

不好。她每日在母亲身边摆把椅子，无
微不至照看，一天擦背数次。对子女读
书，她鼎力支持，如今儿女事业有成。

程雪红是保洁主管，管理 70 多名
环卫工。她感言，以前，自己每天下班
打牌娱乐，一打就是半夜，犯颈椎病，
几次晕倒，夫妻吵架，“现在，跳完舞，
洗个澡，浑身舒畅。对工作也有帮助，
我学腰鼓队管理模式，对环卫工团结
友爱。我还倡导周边人参加志愿服
务，六七十岁的老人，只要在群里打一
招呼，都来打扫卫生。” ·黎小强·

兖山腰鼓“敲”出乡村文明新风尚

本报讯 初夏时节，走进歙县富
堨镇中溪村，舒适宁静的气息扑面而
来，村道两旁绽放的蔷薇爬上墙头，在
绿叶丛中若隐若现。家家户户房前屋
后的小菜园内郁郁葱葱，俨然一幅夏
日村居图。

“以前，这块地方垃圾成堆，瓦片、
砖头随地摆放，环境卫生很不好。现
在村里翻整了菜园，不仅可以种上蔬
菜，还可以养各种花卉，看着赏心悦
目。”一大早，村民王好妳就开始在自

家的院子里忙碌起来，浇水、修剪、除
草，王好妳干起活来没有丝毫马虎。

近年来，歙县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
机，大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引导农
户利用房前屋后闲置土地打造小花园、
小果园、小菜园、小竹园、小茶园等“五
小园”，努力实现一村一景、一步一景。

距离中溪村不远的青山村，这两
天，村民曹来金家的小菜园已是一片
生机勃勃。“菜园内有茄子、西红柿等
蔬菜，还种了蔷薇、海棠等 10 多种花

草。”今年 71 岁的曹来金一直喜欢养花
种草，受益于“五小园”项目的实施，通
过对房前屋后进行改造，曹来金家的
菜园如今变得绿意盎然，错落有致。

“现在道路变宽了，垃圾清掉了，
农户们也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美丽菜
园。”富堨镇党委副书记蒋华说，在推
进“五小园”建设中，富堨镇结合乡村
气息和地域特色，因地制宜，就地取
材，选用闲置或废弃的老砖、木料等进
行生态利用，打造富有创意、小而精、

小而美的微景观、小节点。
富堨镇还注重发挥村民主体作用，

通过“户主会”充分征求村民意见，乡镇、
村干部对村中闲置地、无功能建筑、乱搭
乱建进行摸排梳理，在会上进行通报，
并与村民共同探讨房前屋后“五小园”
整治方案，要建什么、怎样建设，村民自
己拿主意，进一步激发群众建设热情。

富堨镇的“五小园”建设只是歙县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一个缩影。
歙县出台《歙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五
清一改一提升”》指导手册，优先支持
开展村庄房前屋后整治、闲置地清理
和“五小园”打造。据统计，2021 年以
来，歙县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清理
整治闲置地 8200 余平方米，因地制宜
打造“五小园”570 余个，有效提升了乡
村颜值。

·方凯 方宁 汪晴·

5 月 18 日，在歙县武阳乡正口村，
果农正在采摘白沙枇杷。

今年，正口村 1500 亩白沙枇杷喜
获丰收，预计总产量 15万公斤以上。

郑宏 张小芳/摄

五月天 枇杷甜

职业教育巡礼

“刨花的时候，讲究面要平、线要直
……”近日，在休宁徽匠学校实训课基
地内，教务处主任毛银奇正在指导学生
木工刨花技艺。在他的身后，伴随着一
阵阵有节奏的敲击，一块块木料在学生
们的手中变得鲜活起来，基地现场一派
忙碌景象。

多年来，休宁徽匠学校始终以培养
工匠技术人才为目标，坚持以面向市
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为办学方向，创
新学徒制培养模式，传承工匠精神，培

养新时代徽匠，助力当地经济发展。
传统木工专业是休宁徽匠学校的

品牌专业，学校从 2003 年开办至今，
始终采取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让学
生能够学到真本领。“来到这里之后，
不仅从师傅身上学到实实在在的木工
手艺，还学到了工匠精神，这对我以后
的职业发展有很大的作用。”20 级木工
班学生徐杰昕是从山东慕名而来求学
的，经过学习，他已经能单独完成简单
的家具制作。这一切，离不开老师的
教导和学校独特的办学理念。“传统木
工 班 的 实 训 时 间 占 到 全 部 课 时 的
70%，在实训教学过程中，我们实行师

徒‘一对一’地带，师傅带徒弟，师兄带
师弟，从简单到复杂，从易到难，不断
夯实学生基本功。”毛银奇告诉记者，
最终以学生能够独立制作八仙桌和太
师椅为毕业标准，让他们扎扎实实地
掌握一门手艺。

同样刻苦的，还有正在备战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家具制作项目选拔赛
的选手梅子悦。5 月 12 日，在学校的会
议室里，毛银奇通过手机视频，给正在
广州备战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家具制
作项目选拔赛的 18 级木工专业毕业生
梅子悦加油鼓劲。“你在那边一定要保
持平和的心态，考核的时候发挥出正常

的水平，我们在这边为你加油！”来自母
校的关心和鼓励，让梅子悦十分感动。

“我之前在学校，不仅学了鲁班传统的
木工手艺，也学了运用现代木工设备制
作家具，给我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梅
子悦说，有信心通过这次考核，力争走
向更广阔舞台。

2005 年，休宁徽匠学校第一届木
工班学生毕业走上社会就业。截至目
前，学校已培养出 600 多名“匠士”。如
今，学校的木工班学生供不应求，每年
就业率 100%，学生满意度 100%，企业
满意度 100%。“我们将以新《职业教育
法》的颁布实施为契机，凝心聚力谋发
展，着重提升学校的办学质量，积极推
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拓宽学生成长
成才的通道。”休宁徽匠学校副校长姚
全胜希望，今年争取顺利通过全省 B 类
学校办学水平评估验收，把休宁徽匠学
校打造成以木工和模具为主干专业的
特色学校。

·朱西敏·

休宁徽匠学校：

创新“学徒制”培养新时代徽匠

本报讯 黄山区谭家桥石涧源水
产生态养殖基地，一群群鲈鱼及光唇鱼
成群结队地在清澈的水里游来游去。
这是石涧源水产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引进的圈养绿色高效养殖技术项目。

圈养桶养殖由圆桶池、进排水系
统、曝气增氧系统、发电机组等组成，池
底中间排污，上方进水，是一种利用流
水养殖鱼的方式。圈桶养殖具有节约
水资源、绿色生态等优势。同时，圈养
还便于精细化管理，可降低病害发生
率、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人力成本，实现
高效养殖。“一个养殖桶能放 3 万尾光
唇鱼，1.4 万尾鲈鱼，效率高、密度大。
鱼一旦出现生病的情况，可直接对这个
病桶进行投药，药量更好掌握，用药比
较集中，且不影响其它圈养桶养殖。”合
作社负责人应伟平介绍。据了解，一个
圈养桶一年可养殖一茬，鲈鱼圈养桶产
量约为 1300 公斤，光唇鱼圈养桶产量

为 500-750 公斤。鲈鱼市场价格每公
斤约 40 元，光唇鱼市场价格每公斤约
140 元，一个养殖桶的年产值可达 5 万
元到 10 万元，村集体还能每年增加 4 万
余元收入。

今年，黄山区农水局通过对接、洽
谈，引进浙江台州企业，成立石涧源水
产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在谭家桥镇
中墩村流转水库滩涂地，开发圈养桶
绿色生态养殖项目。该项目投资 300
多万元，建设 30 个直径 8 米、深 1.5 米的
圈养桶，养殖鲈鱼和本地特色鱼种光
唇鱼。

近年来，黄山区实施水产绿色健康
养殖“五大行动”骨干基地建设，发展圈
养桶生态养殖、泉水流水养殖、稻渔综
合种养、大水面生态增养殖等生态健康
养殖模式，激活村集体经济发展“一池
春水”，开辟乡村产业振兴新路径。

·胡晓发 吴琪·

黄山区圈养桶养殖

激活乡村“一池春水”

连日来，在徽州区西溪南镇，村民抢抓农时，忙着抛秧插秧。今年，西溪南镇预
计水稻种植面积逾 5000亩。 郑婷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