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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两周年，两年来，安徽各地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砥砺奋进。今日起，本报开设“牢记嘱托谱新篇 砥砺奋进

新征程”专栏，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的足迹，展现两年来各地经济社会取得的发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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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坝王家坝：：淮河安澜谱新篇淮河安澜谱新篇

近日，记者来到了阜南县王家坝闸，蓝天白云衬

托下的“千里淮河第一闸”气势恢宏，闸外的河水缓

缓东去，安宁平静。

眼前的景象，让人很难想起来两年前开闸泄洪的

场面。为保上下游安全，2020年7月20日，王家坝闸

时隔13年再度开闸向蒙洼蓄洪区泄洪。在不到48

小时的时间里，蒙洼18万亩耕地被淹没在洪水中，

2000多名非安全区群众在开闸前连夜转移。20多

天后的2020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安徽考

察，首站就是蒙洼，看望受灾群众，详细了解淮河治

理历史和淮河流域防汛抗洪工作情况，为新时代淮河

治理把脉定向。

“两年来，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

重要讲话精神。”王家坝闸管理处党支部书记张家颖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要提高抗御灾害能

力，在抗御自然灾害方面要达到现代化水平”的指示

精神，2020年汛后即组织技术力量，对王家坝水闸进

行一次全面“体检”，主要包括水闸底部及闸门、放冲、

消力等设施检查，混凝土碳化及钢闸门防腐检测，水

闸上下游地形测量等。对水闸自动化系统升级改造，

包括信息采集、计算机控制、视频监控、IP语音广播和

安全监测系统，在集成分散的信息化系统，收集监测

数据、运行数据、实时数据等各类数据，整合基础数

据，实行水闸上下游水位、闸门开度、扬压力、伸缩缝

等数据的自动采集和分析，以及水闸桥头堡远程集中

控制，防汛抗洪、防灾减灾能力得到显著提升，抗御自

然灾害能力初步实现现代化。

今年初夏，王家坝闸管理处联合辖区内相关供电

单位联合开展防汛保电模拟演练，扎实做好2022年水

旱灾害防御准备工作，努力提高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处

置能力，确保王家坝闸在接到国家防总调度命令后能

够及时、安全、精准启闭闸门，从而更好保障淮河安澜。

两年来，王家坝闸被中宣部授予“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王家坝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阜

阳人，在保卫家园的征途上接力前行。

“美丽的庄台我的家，我家不比城市差，城

市一片新气象，如今农村也大变样”。这句顺口

溜形象地描写出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

台的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王家坝时，曾走上这个

庄台，慰问看望行蓄洪区受灾群众：“我一直牵

挂灾区的群众，看到乡亲们生产生活都有着落、

有希望，我的心就踏实。”曹集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邵佳云一字不落地复述着总书记的话，讲到

动情处，激动得眼角挂着泪花。

庄台，是淮河流域特有的防洪设施。利民

村西田坡庄台现有居民24户51人。为了让村

民的腰包鼓起来，利民村利用庄台独特的资源

优势，积极谋划旅游产业，发展采摘园、垂钓中

心，打造旅游庄台，增加群众收入，壮大集体经

济，促进乡村振兴，让群众生活越过越好，日子

越过越红火。

“我从事淮河文化餐饮30年，清蒸蚬子、蚬子

汤、蚬子饼、蚬子包子、椒盐蚬子、红烧蚬子……

12道蚬子菜不重样，清明节前后每天接待游客

100多桌。”张静开办的老伍饭店在曹集镇小有名

气，他告诉记者，“有‘淮河小鲍鱼’之称的蚬子远

近闻名，今年投资300万元在西田坡庄台新建一

家古风农家乐，吃蚬子、垂钓、采摘园于一体，目

前选址工作已完成，预计今年年底建成。”

2021年7月，曹集镇党委政府积极筹划，依

托西田坡庄台红色旅游资源优势，帮助利民村

注册成立阜南县西田坡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同

时积极开发红色旅游路线，筹划打造景观农业，

帮助群众增收致富，带动利民村集体经济向快

向好发展。如今的西田坡庄台，前来观光旅游

的游客络绎不绝。

两年来，阜南县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和旅游

发展，依托蓄洪区独特的西田坡庄台景观和秀

美的湿地风光，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让曾经靠

天吃饭的西田坡庄台人家吃上了“旅游饭”。

西田坡庄台：
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在距离西田坡庄台不远的老观乡现代农业示

范园区，这里有一个芡实基地。“在去年的基础上又

扩大种植面积500亩，目前芡实总种植面积达到

10700余亩，长势良好，收益十分可观，今年又是一

个丰收年。”老观乡农业综合服务站站长张涛介绍，

芡实是一种水生草本植物，药食两用，每年农历8

月可以收获一季鲜果，到年底再收一季熟果。近两

年，芡实消费市场行情越来越好。目前，芡实每亩

年产值8000元左右，亩均纯利润4600元。

目前，老观乡的芡实形成了芡实种植、采摘、

加工、储存、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条，已经为200

多名群众提供就近就业的岗位，人均年收入达到

2万元以上。

老观乡芡实干果加工成米仁，在市场上颇受欢

迎，部分产品还出口到了日韩等国家。目前全乡流

转土地2.5万亩，占全乡耕地面积的60%，其中种植

芡实1.26万亩，莲藕1000亩，水稻龙虾套养1200亩。

年轻人逢年过节返乡后把芡实当成了宝，通

过他们的宣传，芡实种植水田成了网红打卡地。

阜南老观乡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发展，只是阜南

县积极落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一个缩

影。该县“深水鱼、浅水藕，滩涂洼地植杞柳，鸭

鹅水上游，牛羊遍地走”的适应性特色产业发展

格局正逐渐形成。

芡实基地：
走出脱贫致富好路子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阜阳素有皖北水乡的美誉。淮河、颍河、洪河、泉河滋养了这片厚重的土地。2020年8月18日，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首站来到阜阳王家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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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殷嘱托，犹在耳畔，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两周年之际，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掌中

安徽记者近日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的足迹回访王家坝，一睹淮河新貌。 记者 张贤良/文 高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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