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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菽卷起千层浪，莲藕迎来万里舟……金秋时节，走进宿松县湖区，到处呈现出一派渔业丰收的景象。过去，湖区居民每逢秋季，

在渔业上的收获，基本都是鱼、虾、螃蟹等之类；如今，还拓展到莲子、鲜藕、芡实、稻谷等作物。这是十八大以来宿松县深入推进渔业

绿色发展带来的新变化、新成就。

耕湖牧渔 且看今朝
本报通讯员 孙春旺

地处长江下游北岸的宿松
县，有龙感湖、龙湖、大官湖、
黄湖、泊湖等共同组成的华阳河
湖群，水域面积达125万亩，宜
渔淡水面积居全国县 （区） 第
二、华东第一。河湖密集、水网
纵横的水资源，成就了这里渔业
上的蓬勃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县渔业
经历了‘人捕天养’‘转捕为
养’‘依法治渔’‘休养生息’，
等四大发展阶段，它倾注了一
代又一代人的智慧和汗水。”谈
起渔业发展历史，宿松县渔政
站站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唐吕
军感慨万千。

唐吕军介绍，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之前，渔业处于一种“人捕天
养”的状态，鱼类依靠湖泊里的水
生物自然生长，而沿湖居民则秉
承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
存理念，以捕鱼为业，“日歇孤舟、

夜宿河岸”是当时渔业生活的真
实写照。到了1991年，宿松县委、
县政府提出“水上宿松”的大开发
战略，把渔业作为发展县域经济
的支柱产业，实施湖泊转捕为养，
利用“打桩拦网法”实施鱼蟹混
养。养殖的“黄湖大闸蟹”，曾多
次被评为“安徽省名牌农产品”，
并在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上获
奖。期间，由于养殖企业的过度
投入投放，使水面出现混乱使用
的现象，造成湖泊生态资源消耗
越来越大。2003年，县委、县政
府从建立和规范国有水面使用权
制度入手，在湖区全面推进依法
治渔、科技兴渔，推出了“养殖
证、禁渔期及禁渔区、养殖监
管、水面等级评估、水面有偿使
用、一站式收费”等六项基本制
度，对湖泊实行“统一规划、统
一发包、统一管理”，实现了资
源的有效配置，承包100亩以上水

面的养殖大户，壮大到200多家，
水产从业人员达万人。

该县佐坝乡得胜村渔民洪后
全、孟庆标是宿松县渔业改革发
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至今，两
人仍是佐坝乡首屈一指的水面种
养“大户”，保持着“基业长青”。

何为“基业长青？”面对采
访，皮肤黝黑的洪后全，用憨厚
的话语道出了成功的“秘诀”。

洪后全出生于渔业养殖世
家，九十年代初，他接手父亲在
得胜村百汊湖承包的 1000 亩水
面，从事鱼类养殖。两年下来，
他发现虽然湖内水生物资源十分
丰富，但仅按照单一的养殖模式
进行养殖，始终难以提高经济效
益 。 于 是 ， 他 不 顾 亲 友 “ 劝
告”，大胆调整养殖结构，并在
当地水产部门指导下，发展鱼蟹
混养，当年就取得了较好的经济
效益。刚从事渔业养殖不久的孟

庆标，在洪后全的帮助下，毫不
犹豫地在得胜村后湖承包的1000
亩水面进行鱼蟹混养，也大获成
功，其中鱼的产量每亩达到400
斤以上，但进入到2004年以后，
鱼的产量逐年下降，到2006年，
下降至300斤。后来，作为致富带
头人的洪后全，通过入水观察，发
现以前生长在水下的过冬草、边
叶草、灯笼草等野生水草，全被鱼
蟹吃没了，水下资源“荒漠化”。
他立刻意识到，虽然鱼蟹混养模
式切实提高了养殖的经济效益，
但对水生物资源的消耗非常大，
随着水生物资源的日趋枯竭，鱼
蟹的产量和品质将会降到更低。
他和孟庆标“当机立断”，于2009
年从外面引进优质莲藕品种，在
承包的水面全部种植莲藕。2016
年，孟庆标又承包了400亩水面，
建立了“稻虾”种养基地，实行

“稻虾共作”种养模式。

“稻虾共作”
种养模式

“你看，这就是我们种植的
莲藕，有 2000 多亩，每亩可产
3000 多斤以上，按市场每斤 1.5
元的价格计算，每亩产值达到
4500多元，扣除工钱，每亩效益
至少比鱼蟹混养高出 800 多元
……”指着百汊湖里生长着的一
眼望不到边的莲叶，洪后全说。
采访这天，祀义湖里柴油机声此
起彼伏，20多名工人手持“水枪”
在湖里冲泥取藕。

洪后全介绍，过去，他们都
是靠人工挖藕，又脏又累，效率
低；自 2017 年开始，他们引进

“水枪”冲泥技术取藕，不但效
率高，而且取出的藕不粘泥巴，
十分干净；由于这里出产的白藕
品质好，产品远销到北京、陕
西、广东、云南等地，产品供不
应求，每天出产的10吨鲜藕均销
售一空。

“种莲藕比单一养鱼更需要
技术，如果不能科学掌握莲藕的
生长密度，就会给水生物带来
严重损害，没有水生物，湖内

生态就会失去平衡。”洪后全
向笔者谈起了他们的“种植经”。

在富饶的佐坝乡祀义湖周
围，种植的都是清一色水稻，黄
灿灿的水稻一望无际。在秋风吹
拂下，卷起层层波浪，煞是壮
观。这是佐坝乡“稻虾”种养基
地，种植的2000余亩水稻即将成
熟。在每块“稻田”的边沿，均
挖有一条条水沟，沟里养的是龙
虾。

“等这些稻谷都收割了，我
们就将里面全部蓄上水，然后在
水里栽上一株株水草来培育虾
种，因为水草不但可以净化水
质，而且可以帮助成年龙虾蜕
壳。”谈起稻虾种养，孟庆标滔
滔不绝。他说，稻虾种养比鱼蟹
混养效益高，去年他种养的400
亩稻虾收入比较可观，龙虾亩产
200斤、稻谷亩产1000斤，同时
培育了5万斤虾苗，虾苗在市场
上可卖到每斤20元以上；三项收
入加在一块，亩产值达到3000多
元，400亩稻虾累计收入120余万

元。不管从事什么养殖，走绿色
养殖之路是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
的根本，也是维护生态环境的需
要，他和洪后全在渔业发展上之
所 以 能 够 始 终 保 持 “ 基 业 长
青”，最重要的是得益于国家的
惠民政策、当地政府部门的积极
引导，以及自身的不断与时俱
进。

时代，日新月异。奋斗，永
不停歇。

“近年来，我县始终坚持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遵
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发展理念，坚持渔业发展与
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奏响渔
业绿色发展主旋律，大力促进渔
业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渔业生产
方式转型升级。”在黄湖湖畔，
宿松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兼水
产执法大队大队长周本真指着清
澈见底的湖水，无不自豪地说。

2017 年，宿松县大刀阔斧，
克服重重困难，在湖区全面推进
湖泊围拦网拆除工作。截止去年

3月，累计拆除湖泊围拦网面积
73.12 万亩，拆除围拦网长度 90
余万米，清理散箳 1930 担。从
2015年开始，又在全县湖区深入
推进“稻渔综合种养双千”工程
建设，以规模化、标准化、产业
化为导向，以示范基地为抓手，
以农田流转大户为主体，运用典
型示范和辐射带动相结合方式，
大力发展稻渔综合种养项目。

经过5年来的不懈努力，该
县已建成稻渔综合种养基地400
个，其中“稻虾共作”种养基地
310个，累计面积达10万亩；同
时带动该县1500户、4100余人口
脱贫致富。

“科学调整种养结构，科学控
制种养物种比例，科学落实种养
方法，是实现湖泊绿色种养的关
键，也是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的
必由之路。”唐吕军说。

耕湖牧渔，且看今朝。如
今，宿松县已描绘出以实现渔业
现代化推动渔业强县建设的宏伟
发展蓝图。

“稻渔综合种养”
工程建设

百姓故事百姓故事视视 觉觉

我市以口岸平台建设为抓手加快
长三角通关一体化。一是加快基础设
施建设，以安庆港扩大开放口岸获国务
院批准建设为契机，整合优化口岸资
源，加快形成以皖河港区、五里庙港区
和长风港区为核心的港区布局，谋划多
式联运物流园等牵动性大项目，形成以
港口为依托的综合集疏运体系。1-8
月，安庆港集装箱量突破10万标箱，同
比增长29%。二是提升开放平台能级，
按照“申报-建设-招商”一体化原则，在
B型保税物流中心基础上申创综合保
税区，仅1-8月，物流中心进出口货值就
达9289.2万美元，同比增长54%。同时
打造汽车整车进口口岸，申请肉类、水
果等进境指定口岸。三是加强口岸资
源整合，加快推进长风港二期和皖河港
建设，依托皖西南快递物流园，谋划申
报跨境电商试点城市。依托长三角区
域大通关建设协作机制，提升贸易便利
化水平，进口平均通关时间13.05小时，
同比下降53.4%；出口平均通关时间
0.11小时，同比下降86.3%。四是推动
外贸提档升级，加快实施外贸主体培
育壮大工程，优化国际市场结构，发展
加工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型贸易方
式。1-8月，我市进出口73.7亿元，同
比增长32.8%，居全省第4位。五是精
准招引外贸企业，利用口岸和海关特
殊监管区政策优势，促进“保税+”“互
联网+”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围绕
保税加工、保税贸易、保税现代服务
招商，重点对接红太阳集团等10个保
税加工和保税物流项目，预计年进出
口额33亿美元。 商 务

我市以口岸平台建设为抓手
加快长三角通关一体化

岳西县“四个一批”建设国家农业
绿色发展先行区。今年9月，该县入
选第二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
一是壮大一批绿色农业基地，培育茶
叶、蚕桑、高山蔬菜、中药材、生态养殖
五大绿色产业，特色农业基地规模达
42万亩，拥有“一村一品”专业示范村
镇54个，其中国家级4个。建成智慧
农业综合服务平台，产品追溯管理率
达81.3%。二是培育一批绿色农产品，
打造岳西翠兰、茭白、黑猪、蚕茧区域
公共品牌，拥有国家级农产品驰名商
标5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4个。三是
推广一批绿色生产方式，全面实施“一
控两减三基本”，推行生态化改造、绿
色化防控、清洁化生产。去年，畜禽粪
污、秸秆综合利用率分别达78.17％、
94.56%。四是做强一批绿色产业链，
形成茶叶、畜禽产品、茧丝绸一体化等
加工体系，拥有国家级茶叶蔬菜标准
园6个、重点龙头企业1家。 岳 办

岳西
建设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

“四个全面是什么？”“四个全
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
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
治党。”“共产党人必须坚定哪四
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

问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以下
简称《纲要》）里的一些内容，怀宁
县石镜乡踏水村老党员陈思满对
答如流。今年86岁的陈思满，既
是一名老党员，又是一名老教
师。8月31日，石镜乡党委送学

上门，将《纲要》送到他手中。自
那天开始，捧书细读，是他每天
的功课。“一般情况每天早上 9
点开始学习，至少2个小时。”陈
思满说，全书内容共 21 章，已读
到第17章。

10 月 3 日，石镜乡党委又送
书上门，《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论述摘编》（以下简称
《摘编》）又摆到了陈思满的案头，
这下他的学习劲头更足了。“《摘
编》里的内容是习总书记2012年
11月15日至2019年7月16日期间
的讲话、报告、文章、指示、批示等
论述，共362段。我和《纲要》结
合着看，已经看到第4章了。”作
为一名老教师，做笔记是陈思满
多年习惯，虽然他已经86岁，但
读书的劲头一点不含糊。记者接
过陈思满手中的《纲要》翻阅发
现，书中已学习的部分很多内容
都加上了下划线、着重号或者五
角星，为了突出重点，其中一部分
内容还专门用红色笔打上了标
记。不仅如此，陈思满还将书中
重要内容提练总结，以问句的形
式罗列出来，再将答案附在问题
之后。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
想是什么？中国梦的本质是什
么？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做些什
么？什么是全面小康社会？什么
是“一国两制”？世界人类命运共
同体含义是什么？……习近平总
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相关论述都能在陈思满的笔记
里找到答案。更为细致的是，笔
记里还备注了答案的出处和对应
的页码。“我年纪大了，读得不快，
记忆力也比年轻人差。把重要的
内容划上重点，摘抄下来，方便阅
读，加深记忆。”陈思满说。坚持
学习，更学以致用。作为一名老
教师，陈思满在村里德高望重，家
门前常有村民围坐闲聊，问起党
的相关政策时，陈思满总是能及
时帮他们答疑解惑。

“我是一名32年党龄的老党
员，当村里有些村民对国家政策
不了解问到我的时候，我不能不
知道。为了传递好党的政策主
张，做好传播者，就必须加强理论
学习，还要把相关要点刻在脑子
里。”陈思满告诉记者，第一遍通
读后要点已经记下，为第二遍精
读做好准备。

八旬老人的“初心”
记者 常 艳 通讯员 檀志扬

太湖县“加减乘除”做好产业扶贫
文章。提功能做“加”法，加大产业扶贫
奖补力度，扶贫项目到村、到户覆盖率
分别达100%和94%。参与特色种养业
扶贫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大户（家庭农
场）、农业园区达1029个，带动贫困户
人均增收1430元，同比增长8.0%。降
风险做“减”法。加强农技推广体系建
设，400名农技服务指导员进村入户
6000余次。重点防范扶贫小额信贷风
险聚集，对因天灾人祸不能按期还款的
贫困户，由县财政与承贷金融机构按照
7:3比例承担贷款损失。添效益做“乘”
法，推广“三有一网”产业模式，打造电
商生态链条，促进一二三产有机融
合。打造规模产业，建成特色种养业
园区、基地12个。目前，油茶、茶园种
植面积达17万亩、10.3万亩。肃歪风
做“除”法，管好用好扶贫资金，预防扶
贫领域“微犯罪”“微腐败”。加强对单
项重点工作的调度，消除不作为、乱作
为、慢作为现象。 太 湖

太湖
做好产业扶贫文章

86岁高龄、每天至少学

习 2 个小时、整理了满满笔

记，怀宁县石镜乡踏水村老

党员陈思满坚持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纲要》和《习近

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论述摘编》，并做好党的

政策主张的传播者，为村民

传递党的好声音。

金秋时节，潜山市黄岭村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水稻作业。
今年以来，潜山市围绕着农业生产社会化托管服务，带领小
农户发展现代化农业，集中连片地推进机械化、规模化、集
约化的绿色高效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为农业丰收插上科技

“翅膀”。 通讯员 程院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