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 栏 语 ：常 态 化 疫 情 防 控 阶
段，做好“六稳”“六保”，是各地当
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 ”规 划 收 官 之 年 ，我 县 一 手 抓

“稳”住经济基本盘，一手抓“保”住
民生底线，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
局中开新局，全面推动经济社会秩
序加速恢复。

本报从即日起，特开辟“‘六稳’
‘六保’在行动”专栏，全方位报道我
县“六稳”“六保”的典型经验和成功
做法，聚焦新亮点，见证新作为，敬
请广大读者关注。

盛夏七月，金牛镇山南村王宗兵的
西瓜大棚内，一个个圆溜溜、绿油油的西
瓜掩映在藤蔓之中，煞是喜人。

7 月 5 日，天气闷热得有点让人喘不
过气。

瓜棚里，王宗兵正和员工们一起忙
活着。他们抱起藏在叶子下面的西瓜，
敲了几下，用剪刀剪断瓜蔓，然后放进身
旁的箩筐里。

王宗兵时不时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
擦去脸上汗水，却依旧没有停下手中的
活计。不一会儿，刚采摘下来的西瓜已
装满箩筐，他们就抬着往地头走。在公
路边，经过挑选、贴商标、装箱等程序，然
后被一车一车拉走。

转变方式：解决“怎么种”问题
王宗兵是金牛镇远近闻名的种植大

户，现在他的西瓜种植面积已达到260亩。
据王宗兵介绍，金牛镇有种植西瓜

的传统，但以前种的普通西瓜经济效益
并不高，村民们风吹日晒，辛苦一年换不
来好收成。

“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我咋
做。”早些时候，王宗兵和当地瓜农一样，
种植露天西瓜，“全靠老天爷赏脸吃饭。
老天爷不给力，我们也没办法。”

“再加上栽培技术落后，瓜种老化，
造成西瓜产量低，瓜品质量差，在市场上
卖不上好价钱。”王宗兵一脸无奈。

为从困境走出来，推动这一传统产
业向高效、规模化方向发展，最近几年，
按照现代农业的标准，王宗兵把加强技
术服务推广和集约化经营作为提高西瓜
产业效益的突破口，依靠科学技术推进

瓜园改造、升级，创办 140 亩大棚西瓜基
地。

王宗兵说：“基地有 110 多个大棚，
采用避雨、避寒、避晒为主的‘三避’实用
技术，减轻暴雨、热、冻、风等气象灾害和
病虫害造成的损失，大大提高了西瓜的
品质。”

“大棚西瓜基本无风险，只要管理到
位，收入相对稳定，而且效益比露天西瓜
高许多，近两年都在 2 元钱左右 1 斤，1
亩地能产 7、8 千斤，售好了能卖到 1.5 万
元以上。”

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王宗兵
的西瓜种植模式也在不断增加，暖棚、冷
棚、小拱棚等多种模式交叉种植，实现了
西瓜错期上市。

市场导向：破解“种的好”难题
针对农业“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

的特点，王宗兵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坚持
市场导向，才能有效规避风险。

“市场上不缺大路货，缺的是高端生
态西瓜。”王宗兵对记者说，这几年他先
后引进了美都、8424 等新品种西瓜进行
试种，实验成功后在基地全面推广种植。

“大棚种植失去了自然调节，对于温
湿度的控制是关键。”王宗兵打开了话匣
子，今年他创新性地采取五层膜覆盖栽
培西瓜，使西瓜上市时间比原来四膜又
提前了半个月。

“我种的西瓜一年三茬，从 6 月份开
始上市，供应可持续到 9 月底。” 如今，
西瓜什么时节上市、哪个品种落果，王宗
兵的脑袋里都有一张“计划表”。

由于独特的土壤条件，金牛镇西瓜
原本就皮薄、瓤酥、汁多、甘甜、爽口，“品
质过硬得很。”王宗兵说，由于提前上市，
打西瓜上市的时差，填补了西瓜市场在
这一时间段的空白，价格自然比一般西
瓜贵出一大截。

基地还应用了大量的现代农业“黑
科技”，比如绿色防控技术、水肥一体化
技术、大量元素水溶肥和腐殖酸高钾水
溶肥等肥料应用技术等等，自动加温、自
动施肥、自动补水⋯⋯既好看，又实用。

“我们还咬定绿色不放松，充分运用
生态调控、生物防治、理化诱控、科学用药
等绿色防控技术，通过更加优质的种植方
式，最大程度提升西瓜的附加值。”王宗兵
对种好田、发展现代农业充满信心。

多点发力：解答“卖得火”考题
“有了农业发展的新路径，要在市场

竞争中占优势，还得更加注重品牌。”王
宗兵告诉记者：“品牌就是金子，西瓜一
打上品牌，身价自然也就高了。”他注册
的“四海金牛”牌西瓜商标已成了水果市
场的“贵族瓜”。

今年虽然受疫情影响，王宗兵种植
的西瓜价格有所降低，但销路仍然较

好。“当前正是西瓜成熟期。要是搁在往
年，如果遇上眼下的这样连续阴雨天，西
瓜就很难卖得出去，大量的西瓜要烂在
地里。”

王宗兵笑着说：“但今年不一样，西
瓜不再愁销路了。”问到这其中的“窍
门”，王宗兵对记者说，销售渠道逐步拓
宽，打开了市场的大门，让西瓜销售市场
回暖。在他看来，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金牛镇通过成立西瓜外销公
司、协会，发展经纪人等形式，建立了内
外一体化的西瓜供销网络，让西瓜走进
大超市、大市场。

二是电子商务的兴起也给农业生产
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线上销售促进了西
瓜产销信息互通，打通制约西瓜生产供
应的堵点和难点。

三是镇里成功举办多届西瓜节，以
瓜为媒，以节会友，进一步提升金牛西瓜
知名度和影响力，提高市场占有率，扩大
市场覆盖面。

四是庐江在城区设立了 66 处西瓜
临时销售点，以便民为宗旨，合理规划售
卖区域，统一规范摊位设置，方便瓜农瓜
商进城卖瓜。

⋯⋯
“种了这么多年西瓜，今年卖得最

快。”王宗兵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他
说，尝够了营销渠道单一苦涩的瓜农们，
如今品到了多方联动促销的甘甜。

走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农业之路，王
宗兵“种”出了农业合作社，也成了村民
心中的“西瓜大王”。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像王宗兵这样的新农人群体，正在改
变着我国农耕文化，为推动现代农业进
程注入新的活力。

“如今，国家对农业越来越重视，让
我有信心在土地里刨出‘金疙瘩’。”和王
宗兵握手道别时，他表示将撸起袖子加
油干，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贡
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雨水过后的空气还有些湿润。在我
县广大农村，记者真切地感受到，这片肥
沃的土地上，正孕育着新的收获，和新的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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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德斌

西瓜“升值”记
一位新农人深耕现代农业的生动实践

有了“和事佬”邻里更和谐

“六稳”“六保”在行动

5月23日下午，白湖镇梅山社区彭某
因施工作业时不慎意外死亡。死者亲属
与施工方因赔偿款一事发生强烈争执。
白湖镇梅山社区党委书记何昌会介绍：

“5月 24号上午，死者亲友有 20多人到我
们社区来，当时情绪非常激动，村‘两委’

对亲友分别进行安抚。”
在白湖镇综治中心、司法所、派出所

以及梅山村“两委”等多方共同努力下，
多次沟通协调，双方最终达成赔偿一致
意见，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由施工方赔
偿死者亲属因死亡所造成的丧葬费、死

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经济损失
90多万。

这起赔偿纠纷得到妥善处理，得益于
该镇多元化“大调解”工作格局形成的工
作合力。今年以来，该镇着力从源头上预
防和减少矛盾纠纷，通过建立完善人民调

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紧密结合起来的
“三位一体”调解体系，将各类矛盾纠纷和
不稳定因素调处化解在基层、在萌芽状
态，真正做到“谁主管、谁负责”，实现了

“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难事不出镇”，
提升了辖区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截止
目前，全镇共排查出196起矛盾纠纷，较大
纠纷15起，因疫情影响的纠纷24起，调解
成功率达98%。 （钱明东）

王宗兵夫妇在大棚内采摘西瓜。 （赵德斌 摄）

为切实加强中高考期间生态环境噪
声管理职能，给广大考生创造安静的学
习、考试环境，近日，县生态环境分局对
中高考期间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
工单位、商户及娱乐场所作业时间和区
域作出限制性规定，提前通知有关单位和
个人。

7 月 1 日-7 月 16 日为庐城中高考禁

噪期，全面禁止午间（12 点至 14 点）、夜间
（22 点至凌晨 6 点）建筑施工环境噪声作
业，高考两天（7 月 7 日至 8 日）、中考三天

（7 月 14 日至 16 日），白天距考场周边 500
米范围内，禁止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
施工和产生噪声环境污染的商业、歌舞娱
乐活动，保障中高考环境管理工作顺利进
行。 （通讯员）

禁止噪声污染为中高考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