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观乡水里种出“黄金豆”

日前，记者走进红亮箱包有限公司，标准的厂房楼

舍、设备机器，车间内整齐的缝纫机旁，工人们正埋头工

作。缝纫机发出的一连串声音，宛如一首美妙的“致富

曲”，萦绕在工人们忙碌的身影里。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红亮箱包有限公司，了解阜

南县开展就业扶贫和防止因灾致贫返贫情况，并察看车

间生产线，同职工亲切交流。“习近平总书记的到来，体现

了他对受灾群众的关心，也是对小微企业的关心。”公司

负责人王恒亮说，成立之初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流动资

金，多亏当地加大了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还帮助公司

介绍客户，解决了企业发展过程中许多实际问题。

据了解，红亮箱包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拉杆箱、拖轮

包、书包、电动车头盔、童车附件等劳动密集型生活用品

生产销售和代加工，同时也是当地返乡人士创办的扶贫

车间，服务于贫困劳动力就业增收。现有员工130多

人，其中脱贫就业人员62人，扶贫车间就业务工人员平

均工资每人每月2500元左右。

牢记嘱托，信心倍增，工人们干劲十足，王恒亮对公

司发展也充满期待。“公司目前正在进行新招人员培训，

所有项目落实达产后，年产各类箱包100~200万只，产

值2000万元，可带动300人就业。”据介绍，红亮公司在

发展的过程中，吸纳王家坝村60万元、浪湾村40万元、

和谐村20万元联建王家坝扶贫车间，每年合计分红9万

余元；小额信贷方式带动46户贫困户，每年每户分红

3500元；大户带动王家坝村67户贫困户产业经营，每户

每年分红1000元……

踩上缝纫机 奏响“致富曲”

王家坝闸，有着千里淮河“第一闸”之称。2020年8

月18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安徽考察的第一站就来到了

这里。

王家坝闸处于淮河上游和中游的交接点，河南、安徽

两省交界处，兴建于1953年1月，同年7月竣工，共13孔，

设计防洪保证水位29.3米。王家坝闸是淮河干流蒙洼蓄

洪区的控制进洪闸，与蒙洼蓄洪圈堤、曹台退水闸共同构

成蒙洼蓄洪工程。当王家坝水位达到29.3米且继续上

涨，视雨情、水情和工程情况，可适时启用蒙洼蓄洪区。

去年7月20日8时31分，王家坝闸水位29.75米，

超过保证水位0.45米，这意味着淮河防汛进入了危急时

刻。接国家防总命令，王家坝闸13孔闸门全部开闸。这

是时隔13年后，王家坝闸再度开闸蓄洪，也是自建成以

来的第16次开闸蓄洪，有效发挥了错峰减压功能。

在王家坝防汛抗洪展厅，习近平总书记详细了解了

淮河治理历史和淮河流域防汛抗洪工作情况。他强调，

淮河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70

年来，淮河治理取得显著成效，防洪体系越来越完善，防

汛抗洪、防灾减灾能力不断提高。要把治理淮河的经验

总结好，认真谋划“十四五”时期淮河治理方案。

今年6月，王家坝闸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成为阜阳市首个“国字牌”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8月11日，记者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王家

坝抗洪纪念馆，馆内展出的珍贵照片、文献、实物、影像、

雕塑等资料，全面展示了淮河治理、抗洪抢险、生产自

救、领导关怀等伟大的光辉历程。展厅共分千里淮河·
沧桑蒙洼、顾全大局·舍家为国、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同

舟共济·风雨战歌、科学治水·丰碑长存、牢记嘱托·再展

担当、魅力阜南·滨淮花园等七个部分，生动诠释了王家

坝精神的时代价值和科学内涵。

今年，淮河干流王家坝至临淮岗段行洪区调整及河

道整治工程阜阳市项目正式开工。工程建设任务为通

过拓浚分洪道、疏浚干流河道、加高加固部分堤防等，使

淮河干流王家坝至临淮岗段防洪标准和行洪能力达到

规划要求。工程的建设，对于改善淮河中游防洪排涝条

件，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南润段堤防加固工程和小河湾站拆除重建工程于2020

年12月30日开工，堤防加固工程已完成60%，小河湾站

2021年7月6日进行开机排水，运行正常。

王家坝抗洪纪念馆建成开放

王家坝抗洪纪念馆内景

王家坝闸

032021年8月18日 星期三
星级编辑/宋才华
组版/方 芳 校对/陈文彪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千里淮河今安澜 安居乐业幸福多
2020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安徽考察，他第一站就来到阜阳市阜南县，察看淮河水情，走进

田间地头，了解当地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生产等情况，看望慰问受灾群众。

一年来，颍淮大地发生了哪些变化？日前，记者深入阜南县王家坝闸、老观乡芡实种植基地、曹集镇西

田坡庄台等地，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一路回访，看变化、看亮点、看成效。 ■ 记者 徐越蔷/文 周诚/图

西田坡庄台农家乐

2020年8月18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阜南县

老观乡芡实种植基地看望受灾种植户钱会明时，给

予了“芡实很好，可以祛湿，我们北方没有”的评价。

老观乡处于蒙洼腹地，是典型的低洼地，群众发

展大宗作物产量低、效益差，发展经济作物投资大、风

险高。如何变水患为水利，变劣势为优势？当地干部

群众在不断尝试、探索中，依托淮河和低洼地，确定发

展适应水生环境、经济效益高的特色产业芡实。

“芡实每年有两季收成，8月收一季鲜果，年底

再收一季熟果。”老观乡党委书记王军指着刚刚“出

水”的鲜果介绍说，自2016年开始，当地通过招商引

资，引入芡实种植企业。通过把芡实干果深加工成

米仁，在市场上很俏销，70%产品出口韩国、日本和

东南亚地区，其余远销到国内的广东、福建等省份。

目前，老观乡芡实种植面积达2万余亩，形成了集芡

实种植、采摘、加工、储存、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条。

发展适应性农业也进一步拓宽了农民增收致富的

渠道，增加了劳务收入，部分在家农民流转土地后就地

务工，实现了“农民变工人、主业变副业”，人均年增收

5000余元。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也盘活了村集

体土地、鱼塘等一批闲置资源，目前全乡75%的村集体

经济收入达5万元以上，其中康湖村、和台村、老观村三

个村2020年的集体经济收入均超过70万元。

芡实种植基地

西田坡庄台成旅游新宠

在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村民

王今桂回忆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家里做客的场景，

仍难掩激动。“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家，看得细，问得

也细。吃水用电有没有困难、生活物资能不能保障、

儿子女儿工作情况等，亲切得很。”王今桂说。

“党的好政策，帮我拔掉了穷根。过上好日子，

我有信心！”如今，王今桂又成了阜南县曹集镇老王

农庄有限公司创始人，和乡亲们一起搞起了庄台文

旅观光。庄台作为蒙洼蓄洪区的特有景观，吸引了

大批前来观光旅游的游客。目前，利民村正利用独

特的资源优势，积极谋划旅游产业，开发旅游资源，

旅游发展前景看好。下一步，西田坡将根据庄台的

优势，准备发展采摘园、垂钓中心等，形成娱乐休闲

一体，打造成旅游庄台，壮大集体经济，促进乡村振

兴，让群众钱包越来越鼓。

“美丽庄台是我家，我家不比城市差。”这是最近

在西田坡庄台上流行的一句话。王今桂说：“庄台在

这一年的时间也发生了不少变化，环境更美了，基础

设施更完善了。干群关系更和谐了，生活在这儿的

群众的心更紧密了，邻里们生活也更加幸福融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