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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播新闻闻

金秋十月，大别山腹地的岳西县
处处呈现一片丰收景象。该县来榜镇
花墩村阳边组王必改养的蚕也迎来丰
收季，她家的堂屋内堆放了6筐雪白的
蚕茧，正准备装车出售。“这是晚秋茧，
品质好，一斤能卖到22元。”王必改笑
呵呵地说。

王必改家共有3亩桑，今年春蚕、
早秋、晚秋各养3盒蚕种，共收获蚕茧
1000斤，收入2万多元。加上老公在外
务工收入，全家一年收入 10 万元左
右。“养蚕虽累，但收入可观，一季蚕20
来天，比其他的种养业见效快。”王必
改向笔者介绍。王必改家依托养蚕、
种茶，已于2015年脱贫。现在，家里盖
了两层小洋楼，电视、冰箱等电器也一
应俱全，生活越来越好了。

位于529国道旁的斑竹村五丰蚕
茧收购站内，人头攒动。蚕农们运来
一车车蚕茧，评级、上秤、付款，蚕农的
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我养的2盒
蚕，共摘了240斤蚕茧，创了我家养蚕

历史新高。”斑竹村燕窝组朱林波一边
点着刚领到手的钞票，一边对笔者说。

该收购站负责人方诗强捧起一捧
蚕茧向笔者介绍：“瞧，这茧子色白丝
长，解舒率高，是优质茧。”该收购站今
年已收购蚕茧25万斤，付收购款500
余万元。

户有两亩桑，生活奔小康。桑蚕
产业已成为来榜镇惠民增收、乡村振
兴的主导产业。2019年全镇共有桑园
1.5万亩，年饲养蚕种2.8万盒，产鲜茧
1500 吨，产值 6000 万元，户均增收
7200元，其中年养蚕10盒以上的有112
户。日前，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
办公厅批准岳西县来榜镇实施2019年
农业产业强镇建设，支持该镇蚕桑产
业发展。该镇斑竹村为“全国蚕桑一
村一品专业示范村”。

走进岳西县莲云乡莲塘村，一排
标准化养蚕大棚进入视野。走进大
棚，眼前豁然开朗。七排地蚕整齐排
列，每排地蚕宽度在80厘米，三四名

蚕农正沿着地蚕按顺序铺上桑叶。
这是该县推行的工厂化养蚕项目。
相较于传统养蚕，工厂化养蚕更省力，
效率更高。

种桑养蚕，桑叶吃完了，桑枝就成
了废弃物。为变废为宝，岳西县思远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求新求变，利用废
弃桑枝生产桑枝木耳。“公司工厂化、
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桑枝木耳，每年收
购来榜镇近两百万斤废弃桑枝。公司
年产菌包300万袋，产值1500万元，带
动近300名村民脱贫致富，其中贫困户
占60%以上。”公司负责人吴松青说。

岳西县是一个纯山区县，气候温
凉，光照充足，雨量充沛，为栽桑养蚕
提供了优良土壤和自然环境。据《岳
西县志》记载，岳西农民取叶养蚕历
史悠久，可上溯到1500年前。笔者在
岳西县蚕桑产业发展局了解到，蚕桑
是岳西县五大农业特色产业之一，全
县24个乡镇中，产茧乡镇达15个，现
有蚕农 1.67 万户。2019 年，该县桑园

面积已达7.5万亩，年产鲜茧4239吨，
产值已达 1.627 亿元。蚕桑生产规模
连续11年位居安徽省第一。2019年4
月，岳西县被中国蚕学会授予“中国蚕
桑之乡”称号。

岳西县委、政府先后出台《关于加
快蚕桑产业发展的决定》《岳西县蚕
桑产业建设实施方案》等系列文件，
设立蚕桑发展专项资金，推进蚕桑产
业发展。

岳西县蚕桑局负责人刘军介绍，
岳西还将扩大蚕桑基地规模，推广应
用高效省力化养蚕技术，并结合“三
变”改革，创新规模化生产新模式。采
用“丝绸+旅游”模式，打造产业示范园
区，提高养蚕效率和效益，促进产业提
质增效和转型升级。

通讯员 吴传攀 王节晴

户有两亩桑 生活奔小康

日前，笔者来到大别山腹地岳西
县包家乡鹞落坪村，这里景色如画，
层林尽染，溪流潺潺。“我每年都来
这住一段时间，今年河里的水更清
了，没有异味，住得很舒心。”来自
湖北省武汉市的闵先生说。

鹞落坪村既是全国100家精品红
色旅游线路之一的红二十八军军政旧
址所在地，也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每年有大量游客来此接受革命传统教
育、休闲避暑，今年游客接待量已突
破15万人次。旅游业的发展给这个偏
远的山村带来了发展的机遇。该村农
家乐从2013年的3家发展到现在的67
家，村民因乡村旅游而致富。但大量

人员的到来，导致污水和垃圾增多，
这个美丽的山村一度“受伤”。“污水
处理设施不健全，农家乐的污水直接
排放到河里，一到夏天，河里散发出
臭味，游客对此意见很大。”鹞落坪
村村委会主任汪天佑说。

为保护好绿水青山，在上级政府
的支持下，2018年，该村实施农村污水
治理工程，投资730万元建设污水处理
厂，铺设污水处理管网，并于今年7月
正式运行。“瞧，这是处理后的水，经
县环保局质检站检测，达到1级A类，
符合排放标准。”汪天佑掬着一捧刚从
污水处理厂排水口排出的水说。该污水
处理厂占地1240平方米，各家各户的

污水通过排水管网到此后，通过4道沉
淀、过滤后排放到河里。

“现在河水清了，河里的鱼明显
多了。”该村鹞山情农家乐主人张院
生说。今天夏天，他家共接待游客
5000人次，纯赚30万元。“以前环境
卫生跟不上，留不住客人。今年有的
客人在我家住20多天，说明年还来
住。”张院生介绍。去年，他家新建
了农家乐，将家里的排污管与村里的
污水管网连接上，家里卫生状况得到
很大改善。

“环境变美了，不但促进了乡村
旅游，增加了群众收入，而且也为下
游提供了优质水源。”包家乡党委书

记李曙光介绍，鹞落坪村是淠河源
头，实施污水处理工程，确保水碧天
蓝，意义重大。

岳西县住建局局长汤华介绍，近
年来，岳西县高度重视农村污水治
理，先后投资1.67亿元，实施21个乡
镇驻地建成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到
2019年底，县内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全
部完成并投入运营，所有乡镇驻地将
实现雨污分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同
步推进，在4个省级中心村建设污水
集中处理设施，在山区采用三格式化
粪池、沼气池等模式，就地分散、生
态处理，有效改变过去污水乱排局
面。 通讯员 吴传攀 王节晴

水清景美村民乐

本报讯 近日，岳西县“三变”改
革首批试点村，黄尾镇黄尾村信丰
恒茶叶专业合作社社员欢聚一堂。
当天，该村举行2019年度分红大会，
56户社员共计分红20.15万元，扶贫
户分红8.7万元。

信丰恒茶叶专业合作社流转

黄尾村茶园250亩，带动60多户
农户从事茶叶种植、加工、销售，
使群众闲置茶叶资源变“活资
产”，村集体和村民享受入股分红
收益，有效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
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通讯员 汪毅勋 王节晴）

岳西黄尾村群众喜分红

本报讯 天仙河上白鹭飞，稻
香鱼肥生态美。连日来，千余只白
鹭在岳西县菖蒲镇天仙河沿岸栖
居。蓝天白云下，翩翩白鹭，姿态婀
娜，随风起舞，它们时而低空盘旋，
时而栖息松林枝头，时而河中觅食，

给绿水青山增添一道靓丽的景观。
近年，岳西县实行中小河流

治理，极大改善河道生态环境，实
现了天更蓝、水更清，吸引各种鸟
类前来安家，成为鸟类的生态家
园。 （通讯员 朱琴 王先国）

岳西天仙河千只白鹭栖居

本报讯 近年，岳西坚持把道
路建设作为脱贫攻坚的牵引工程，
全力建设“四好农村路”。几年
间，岳西实现从落后闭塞的山区县
到外通内畅的示范县的蜕变转身，
实现了“岳西好风景，公路修上
岭，家家有产业，户户车轮滚”。

“十三五”期间，该县实施
农村道路畅通工程约2053公里。

2018年起用3年时间实施2008公
里农村公路扩面延伸工程，补齐
一批“末梢路”，打通一批“循
环路”。该县将组组通列为全县

“十件实事”之一，着力实施67
公里村组道路硬化项目，力争具
备条件的村（居）民组2019年在
全省率先实现“组组通”硬化
路。（通讯员 吴传攀 王节晴）

岳西全力建设“四好农村路”

本报讯 岳西县古坊乡积极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为百姓送去
精神食粮，让群众足不出村享受

“文化盛宴”。
该乡以文化扶贫、丰富群众

文化生活为重点，通过“送电影
下乡”活动，发挥电影形象直
观、通俗易懂、寓教于乐、聚众
宣传的功能，根据群众需要有针

对性地安排爱国主义教育、农业
科技、黄梅戏等方面题材的影
片。放映中穿插党的十九大精
神、扶贫政策、卫生健康知识的
宣传，由单纯的送电影，升级为
送政策、送文化、送技术。目
前，古坊乡共放映电影15场次，
观影群众达600人次。

（通讯员 徐飘 陈意情）

岳西古坊乡为群众送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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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西县医疗保障局结合工作实
际，扎实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贫困患者慢
性病门诊费用补充医疗保障待遇

“180”工程、城乡居民医疗救助、健康
扶贫兜底“351”等五项民生工程，人
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显著增强。

截至9月份，该县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率达 99.40%，累计发
放基本医保补偿金 20638.80 万元。
补偿大病保险4355人次，累计补偿
金额 1878.76 万元。“180”补偿费用
418.31万元，保障37438人次。城乡
居民医疗救助12523人次，累计拨付
救助资金 1138.7436 万元。健康扶
贫兜底“351”保障 46666 人次，累计
兜底1542人次。
通讯员 吴传攀 王节晴 何锐 摄

岳西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
等民生工程显成效

本报讯 日前，岳西县徐良
河河图镇段防洪工程正在紧张施
工。项目属民生工程水利薄弱环
节治理三年行动之一，总投资
2781万元，今年8月份开工建设。
实施中，河图村沿河村民积极配

合，自发清理河道内种植作物，
主动配合施工，加快了工程进
度。项目预计12月份完工，建成
后将增强防洪效果，改善现有河
域水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通讯员 刘甜甜 蔡文定）

岳西徐良河河图镇段防洪工程有序推进

本报讯 近期，岳西县响肠
镇对投资152.5万元的8处农村饮
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组织验收。

今年初，响肠镇因地制宜、
因点施策，按照“巩固成果、稳
步提升”原则，采取改造、配
套、升级等措施，统筹解决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存在的标准低、规
模小、老化失修以及水污染、水
源变化问题，全面提高辖区群众
供水保证率和水质达标率。工程
的顺利建设运行，为3600人安全
饮水提供保障，有效巩固脱贫成
果。（通讯员 殷江林 王节晴）

岳西响肠镇
为3600人安全饮水提供保障

岳西志愿服务事业紧跟时代
发展步伐，在促进乡风文明、帮助弱
势群体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五年
来，岳西登记的志愿者近5万人。
他们立足分布广、信息快的优势，扶
贫济弱，谱写了一曲曲大爱之歌。

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
岳西县“慈善协会”“山里人”“公

益联盟”“映山红”“天仙河”等社
会公益组织或爱心协会，共同打
造“我们在一起”志愿服务品牌，
实现信息共享、资源互补，让很多
困难家庭通过政府兜底保障、社
会组织参与、社会资源链接等实
现稳定脱贫。

（通讯员 王慧 吴传攀）

岳西志愿服务谱写大爱之歌

10月 20日，2019池州国际马
拉松在碧波荡漾、风光秀美的平
天湖畔鸣枪开跑。来自岳西马拉
松运动协会的王根友以1小时 18
分03秒的成绩斩获男子半程马拉
松国内选手第一名。

本次岳西县马拉松运动协会

共组织了20余人参赛，除王根友
获得国内半程第一名外，还有四
人闯入大众选手半马精英级别。
目前，岳西县共有6人达大众选手
全程马拉松精英级别，19人达大
众半程马拉松精英级别。

（通讯员 吴传攀 汪德正）

池马男子半程马拉松赛
王根友斩获国内选手第一名

图一：群众观看医保局宣传栏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等民生工程
政策问答
图二：居民在县税务局基本医保参保缴费窗口缴费参保
图三：医疗救助受益对象温泉镇资福村刘会寿展示报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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