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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的长势不错，现在还是要注意防治病
虫害，等这茬收割完后，就可以种水稻了……”5
月的风吹拂着潘集区芦集镇叶集村成片成片的
麦田，田野里到处飘荡着即将成熟的麦香味儿，
在这里，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见到了淮南佳益
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潘洪波。

“淮南佳益米业在芦集镇等地共有十万亩
绿色食品基地，在叶集村、戴庙村、葛楼村有750
亩店集贡米核心种植示范基地，每天一有空我
就会到这里查看农产品的长势，有问题能及时
做出反应。”潘洪波说道。今年62岁的他依然保
持年轻人的朝气与干劲，谈起农产品来滔滔不
绝，让人能真切感受到他的热情与热爱。“我父
亲是以前粮站的工作人员，我从小就看着他们
收稻谷，丰收的喜悦，晶莹的米粒，大人们脸上
满足的笑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也算是为我
之后做生态农业埋下了一颗种子。”他说，一开
始自己做粮油贸易相关工作，还曾去东北做粮
食收储烘干，2009 年回到家乡淮南。在当地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自己抓住有利条件与环境，在
绿色生态农业领域深耕，生产“三品一标”高质
量农产品。

如今佳益米业生产的“家声”牌系列大米荣
获“绿色食品A级产品”“有机食品”、国家“放心
粮油示范企业”“安徽名牌产品”等称号，“店集
贡米”在2020年通过国家农业部认证，获评国家
地理标志农产品称号。

佳益米业的十万亩绿色食品基地为大规模
机械化种植，专家全程科学指导。日加工300吨
稻谷生产线，生产出的大米颗粒细长、晶莹饱
满、营养丰富、口感鲜香嫩滑软糯，得到市民们
的青睐，远销国内各大城市。公司现在大力发
展的订单农业，推动粮食产业化经营，也进一步
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潘集这边是
砂礓黑土地，土壤吸水性强保肥性好，又富含
钾、铁等有益元素，极适宜种植农产品。当初选
在这里，除了环境，还有想为家乡发展贡献一份
力量的心意在，为乡村振兴助力。”潘洪波说，佳
益米业一直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立足于自身发
展实际，曾向潘集区农林局申报水稻专用品牌
粮食订单生产项目，在该区芦集镇贫困村叶集
村开展项目整村推进，流转土地200多亩打造绿
色无公害稻虾种植示范基地，与全村农户签定

了订单优质水稻生产合同2800亩，包括45户贫
困户。结合项目为叶集村村民免费提供稻种、化
肥，并联系农技部门为其开展全程化服务，提供
机械插秧、机耕、机收、病虫害统防统治等，并以
每斤高于市场 0.2 元的价格收购农户生产的水
稻。而这些，对于佳益米业来说，也仅仅是做出
了“一点小事”。潘洪波表示，以后会继续做好帮
扶工作，“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他笑着说道。

日前，由淮南市工商联、淮南日报社联合主
办的 2022 淮南民营经济新闻人物评选活动中，
潘洪波获得“2022淮南民营企业创业之星”。“很
高兴能够获此殊荣，今后我们将以科技创品牌，
以诚信促发展，为老百姓带来更好、更优质的农
产品。”潘洪波说。

做绿色生态农业的领头人

——访淮南佳益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潘洪波

本报记者 郑洁 摄影报道

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据《荆楚岁时记》记
载，因仲夏登高，顺阳在上，五月是仲夏，它的第一个午
日正是登高顺阳好天气之日，故五月初五亦称为“端阳
节”。此外端午节还称“午日节、五月节、龙舟节、浴兰
节”等。端午节是流行于中国以及汉字文化圈诸国的传
统文化节日。

端午节起源于中国，最初为古代百越地区（长江中
下游及以南一带）崇拜龙图腾的部族举行图腾祭祀的节
日，百越之地春秋之前有在农历五月初五以龙舟竞渡形
式举行部落图腾祭祀的习俗。后因战国时期的楚国（今
湖北）诗人屈原在该日抱石跳汨罗江自尽，统治者为树
立忠君爱国标签将端午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部分地区
也有纪念伍子胥、曹娥等说法。

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汉族的
四大传统节日。自古以来端午节便有划龙舟及食粽等
节日活动。自 2008 年起，端午节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
日。2006年5月，国务院将其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审议并
批准中国端午节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国首
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

据光明网

本报讯（记者 张雪峰）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反
餐饮浪费专项整治行动的工作部署，近日，淮南高新区
市场监管局组织辖区内学校（含幼儿园）、养老机构食堂
等餐饮服务提供者负责人及食品安全管理员和市场监
管执法人员召开了“反对浪费 崇尚节约”专题宣传培训
会。

培训现场，淮南高新区市场监管局负责人围绕《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重点强调了与餐饮服务
经营者相关的法条，防止食品浪费应采取的具体措施，
以及违反本法规定的处罚条款等内容。同时，通过对餐
饮单位先进做法的介绍、经典案例的分析，督促餐饮服
务者落实主体责任，做好科学备餐，引导群众合理点餐，
践行光盘行动，倡导理性消费。使餐饮经营者认识到反
餐饮浪费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反浪费意识，自觉履行
主体责任。

培训要求餐饮服务单位在经营与管理中，通过建立

健全食品采购、储存、加工管理制度，加强服务人员职业
培训等措施，防止食品浪费。单位食堂要根据用餐人数
动态调整采购、做餐计划；集体配餐单位要加强精细化
管理，按需供餐，改进供餐方式。积极引导消费者文明
就餐、理性消费，适量点餐、节俭就餐；积极推出半份菜
和小份菜，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选择，携手消费者共同
实现节约用餐、科学用餐、文明用餐。

下一步，该局持续将法律宣贯与食品安全日常监管
有机统一，在落实好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对各
餐饮单位落实各项反浪费措施，整治浪费之风，树立节
约观念。

整治餐饮浪费

树立节约观念

端午节的起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