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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新闻

近年来，怀宁县三桥镇紧紧围绕独秀现代

农业示范园区建设，立足乡村振兴战略，因地

制宜大力发展蓝莓特色产业，助推乡镇经济发

展，实现了政府增税收、企业获利润、百姓增

收入的三方共赢。

选准产业
因地制宜转变传统农业模式

该镇总面积有55.7万平方千米，现有耕地

26948亩，均为传统种植业，其中水田 21000

亩，以水稻，油菜，棉花为主。百姓中能够通

过种植、养殖、经商发家致富的只占一小部

分，除此之外可供选择的行业寥寥无几，大部

分群体均从事体力大于脑力的工种输出，就业

岗位的缺失导致大批农民外出务工寻求生存。

该镇全镇总人口现有27700万人，常住人口为

19900人，外出人口有7800人，其中外出务工

人员达55%以上。

该镇地貌属长江平原区丘陵、岗地、圩

畈、湖泊亚区，地势起伏平缓。境内由龙门

岗、长岭岗、社塘岭、燕窝岭等形成大面积丘

陵岗地。前期经农业种植专家实地测量，三桥

镇内适合蓝莓种植土地面积为12100亩，其中林

地11300亩，旱地800亩，均为酸性介质土壤，

改造费用少，稍加改造即可种植蓝莓。而蓝莓

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工人，仅仅鲜果采摘期

一天需要务工人员达百人次以上，蓝莓产业的

蓬勃发展有效改变了镇内农民外出务工现象，

变外流为回溯。为此，该镇政府立足农村“三

变”改革，合理利用闲置土地，变废为宝，积

极推进山场、荒地的合理流转，交付蓝莓公司

用于蓝莓种植，同时吸纳和带动周边群众和贫

困劳动者就地就近就业，增加群众和贫困户资

产收益。突出蓝莓示范引领，带动贫困户发展

特色产业。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贫困

户”的方式，引导贫困户到蓝莓基地务工，或

者申请扶贫小额信贷参股分红，依托蓝莓基地

代种蓝莓，发展特色种养业实现稳定增收。

2018年，美蓝康佳食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带动3668户种植农户发展蓝莓的标准化、规模

化种植，带动基地规模约4000亩，带动增收总

额约569.27万元，户均增收约1552元；同时，

通过种植、加工、管理、销售等环节劳务用

工，安排工作岗位3165个，其中季节性工作岗

位3085个，带动工资收入总额938.68万元。

精准施策
有的放矢引进优质企业

该镇高度重视蓝莓产业发展工作，成立了

高规格蓝莓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从2015年开始

制定《三桥镇蓝莓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后有

相继出台了《三桥镇蓝莓产业发展攻坚战实施

方案》，逐年根据实际情况予以修改。自2015

年开始将蓝莓产业工作纳入村级工作考核和镇

招商引资考核内容，严格兑现奖惩，把蓝莓产

业作为镇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工作摆上议事日

程，全力推进蓝莓产业发展工作，对新引进蓝

莓发展项目和项目引荐人实行重奖。每年多次

组织村、组干部到县内有关乡镇参观学习，经

常性邀请县蓝莓专家来镇村进行培训指导，在

全镇上下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最大程度形成

工作合力。

该镇还立足全县蓝莓产业发展良好形势，

充分激发在外杰出人士关心、服务家乡的热情

与潜力，发挥其资金、技术、信息等诸多优

势，找准就地发展与外出求财之间的平衡点，

让他们除享受家庭亲情、乡情之外，还能有合

理收入，坐拥产业发展红利，看见产业发展希

望，并通过评选表彰宣传“新乡贤”，鼓励他

们回报桑梓，有效带动乡风文明和产业发展。

2012年，安庆蓝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落户

三桥镇中联村，种植面积40亩。2014年，安徽

美林园林有限公司依托三桥独秀现代农业示范

园区开始发展农林生态观光旅游、科技研发、

蓝莓种植、深加工、销售、林下循环经济开发

及种苗培育等项目。先后引进红柚、蓝莓、油

牡丹和软枣等新品种，其中，引进蓝莓新品种

26个；培育油牡丹、望春花、蓝莓等苗木约

2000万株。从2014年开始，三桥镇蓝莓企业数

量飞速增长，截至目前，有美林园林、安庆蓝

莓、卓越蓝莓、力臣蓝莓、徽果蓝莓等11家规

模蓝莓企业。

该镇精准施策，积极创造优质发展环

境。一是出台优惠政策。为鼓励和引导各

村发展蓝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吸引蓝莓

公司来该镇种植发展蓝莓，镇党委、政府

研究出台了 《三桥镇蓝莓产业发展奖惩办

法》，在林地承包经营、土地利用、资金扶

持、税收优惠、人才培养、企业培育等方

面，制定了操作性强的优惠政策。重点是

鼓励土地流转进度和蓝莓种植面积，对流

转后种植蓝莓的土地每年给予 50 元/亩的补

助，补助年限暂定为 8 年；对当年流转蓝

莓种植 500 亩以上的村及企业给予单独奖

励；对蓝莓精品园建设的企业也给予适当

奖补；对有经济实力、市场开拓能力强的

蓝莓企业给予信贷金融政策倾斜和扶持。

二是提供优质服务。聘请专家开展蓝莓专

题技术培训，积极引进专业人才，逐步建

立蓝莓培育技术队伍。定期召开蓝莓产业

调度会，研判分析蓝莓产业发展中的困难

和问题，协调解决蓝莓企业和村委会及农

户之间的矛盾，聘请镇法律顾问依法处置

山场流转，为蓝莓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精深加工
深挖品牌竞争潜力

2016年，蓝莓产品深加工企业美蓝康佳食品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在三桥镇双河村开始建

设蓝莓加工服务中心，2017年建成蓝莓加工服务

中心，建有一幢大型冷库、两幢加工车间和一幢

服务中心楼及附属配套设施。引进年产540吨蓝

莓果干生产线、年产1000吨蓝莓果酒生产线、年

产1200吨蓝莓酵素原液生产线，公司拥有冷链物

流及仓储等设施，总建筑面积14156.8平方米。投

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亿元。三桥镇政府牵

头协调，不断加快提升双河美林蓝莓深加工服

务中心加工能力，努力提升蓝莓深加工技术水

平，重点突出蓝莓产品的“健康”功能，打造

出一批附加值较高、品质过硬、资源利用效率

较高的蓝莓深加工产品和旅游服务产品，现已

实现蓝莓深加工产值达亿元。积极协助企业办

理完善蓝莓深加工产品的QS认证及生产许可证

等手续；现已帮助企业完成二期冻库及加工基

地征地、报批等手续。以美蓝康佳科技食品有

限公司为龙头，坚持产学研相结合，已与新疆

大学、新疆石河子大学及江南大学达成合作意

向，加强企业专业技术型和管理型人才队伍建

设，积极创建1个市级蓝莓产业技术创新平台。

并积极与台湾相关企业合作，引进台湾的酵素

生产工艺，从事蓝莓酵素生产。

为增强品牌影响力，目前，该镇扶持和培

育了一批以美蓝康佳、力臣蓝莓等公司为代表

的龙头企业，努力形成以龙头企业为引领，以

骨干企业为支撑，以村集体经济为补充的蓝莓

发展产业集群。做大做强“冰霜”、“力臣”等

蓝莓品牌，新增1家绿色食品认证企业。并且

继续扩大中联、南方村的蓝莓产业业态，以

S238快速通道和合安九高铁两条线路提升沿线

蓝莓基地的发展水平，并串珠连线，连线成

片，努力打造三桥蓝莓产业的“一带一路”。

通讯员 陈诚

因地制宜谋发展 产业兴旺奔小康
——怀宁县三桥镇广耕精作蓝莓产业综述

蓝莓种植基地

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2019年卫生

健康民生工程宣传工作，连日来，迎

江区龙狮桥乡强化宣传力度，提高服

务水平，全面提升广大群众对卫生健

康民生工程的政策知晓率和服务满意

度。该乡充分利用“世界精神卫生

日”“全国高血压日”等卫生主题日，

在辖区人流量较大的活动休闲广场、

集市等场所开展卫生健康民生工程政

策宣传。向过往群众发放妇幼健康、

职业病防治、全面两孩、健康素养66

条等宣传资料，解答政策及健康咨

询，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共发放各

种宣传折页500余份、免费测量血压

100余人，接受群众现场咨询200多人

次。同时，联合滨江卫生服务中心医

务人员对辖区特扶对象及行动不便的

老人提供上门签约服务。工作人员免

费为签约对象测量血压、细心询问饮

食和生活习惯，结合服务对象的身体

状况给予健康指导意见。该乡还邀请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开展免费

健康诊疗活动，耐心讲解关于常见

病、多发病的预防诊治问题，为前

来咨询的流入人口、三留人员等群

体提供免费测量血压、听诊心肺等义

诊服务。（通讯员 周伟娟 朱三琴）

龙狮桥乡开展卫生健康民生工程宣传月活动

本报讯 为积极响应太湖县文

明 创 建 的 决 策 部 署 ， 10 月 23 日 ，

太湖县寺前镇团委组织青年志愿

者再次对镇区湖岸垃圾进行集中

清理，全力净化湖面环境。由于

湖岸地势不利于机械作业，志愿

者充分发扬不怕脏、不怕累的精

神，对可见的白色垃圾采用人工

捡 拾 的 方 式 ， 使 用 火 钳 、 垃 圾

袋、垃圾桶等工具清理干净，对

部 分 体 积 较 大 的 垃 圾 徒 手 清 除 ，

同时联系保洁公司调用垃圾车对

垃圾进行统一运送。活动开展过

程中，不断有群众加入到垃圾清

理的队伍当中。经过一上午的努

力，志愿者活动区域内的湖面及

湖岸边明显可见的垃圾已基本清

除。该镇团委还将进一步加大环

境整治的宣传力度，增强群众环

保意识，助力全镇文明创建工作。

（通讯员 吕自强）

寺前镇志愿服务助力镇域文明创建

10 月 21 日，桐城市新渡

镇新城村用挖掘机，在挂车

河 中 开 沟 引 水 ， 以 “ 调 、

引、挖”的办法抗旱减灾。

该镇对全村的水源统一调度

管理，确保村民生产、生活

用水需要，使有限的水资源

发挥最大效益。组织群众疏

通河道渠道，引水提水。全

村已疏通河道渠道500米，有

效 缓 解 了 灌 区 的 旱 情 。 同

时，发动群众挖塘渗水，打

井抗旱。目前，全村挖塘 3

口，打水井一座。

通讯员 孙传银 摄

多措并举

抗旱减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