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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爽，瓜蒌黄。10月13日，潜山市在王河产业园举办瓜蒌节及农产品对接会，来自全国各地的
30余家采购商与当地农户、经营户开展瓜蒌产销对接，当天，潜山金福农业科技公司就与苏宁易购等
商贸企业签订了2000万元的瓜蒌籽订单。瓜蒌节，同时吸引来不少游客参与，他们在瓜蒌基地观赏
田园风光、体验采摘的乐趣、品尝特色小吃。潜山市农业农村局瓜蒌办主任孙勇潮深有感触地说：“别
小看这小小的瓜蒌，给农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它已成为我市农民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

小瓜蒌 大产业
通讯员 王 阵

瓜蒌又名栝楼，原本为野生中
药材。早在百年前，潜山就有庭
院零星种植瓜蒌的历史，但真正
作为食品摆上桌面还是近几十年
的事情。20世纪90年代，潜山农
民李德祥从少数人家炒制瓜蒌籽
招待客人中发现商机，大胆提出
瓜蒌籽食用性课题，经科技部门

研究发现，瓜蒌籽有丰富的营养
成分，市场前景广阔。

为了使瓜蒌产业成为农户脱
贫的帮手，2000年，潜山整合扶
贫贴息、以工代赈、皖西南综合
开发资金上千万元支持瓜蒌生
产。初始阶段，瓜蒌生产遭到根
线虫病虫害的严重打击，产业几

乎面临夭折。一位瓜农回忆说：
“2003年，满怀希望地栽种2亩瓜
蒌，要挂果时，叶子全枯了，一
年的投入打了水漂。”面对技术
难题，该地科技、农业部门联合
攻关，与安徽农业大学、安徽省
农科院、南京野生资源综合利用
研究院加强合作，通过多年的努

力，终于掌握了瓜蒌病虫害发生
规律，总结出一套防治措施，整
理出瓜蒌高产栽培技术规程。为
了指导农户种植，潜山还聘请 10
多个有经验的种植大户、农技人
员组成的土专家，深入田间地
头，推广换垄轮作、间作，土壤
消毒等技术。

从药用到食用

2009 年，潜山县政府将瓜蒌
列为农业经济五大主导产业之一，
对连片发展20亩以上的给予每亩
200元的奖补。同时，扶持瓜蒌加
工企业加强技术改造升级。2010
年，天柱山瓜蒌籽成功获批为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

王先群是水吼镇横冲村的贫困

户，为了摆脱贫困，2015年，他尝
试在自家田地种植瓜蒌。“那年两
亩的地也收了400斤籽，开始挺乐
的，哪知销售价格很低，还不好
卖。”原来，老王种的是老品种，
在市场上不受欢迎。孙勇潮告诉
笔者，瓜蒌和其他植物一样，有
着品种退化问题。为此，潜山积

极引导企业不断培育新品种。有余
瓜蒌公司是一家省级龙头企业，近
年来，该公司就相继推出皖蒌 7
号、8 号、9 号、15 号等新品种。
失利以后，王先群加入了有余瓜蒌
公司牵头组建的方圆瓜蒌合作社，
他喜滋滋地说：“入社后，种什
么，怎么种，由公司指导，效益就

不一样！”
目前，潜山瓜蒌有市级龙头企

业5家，省级2家，省级瓜蒌联合
体 1 家。在“龙头企业+基地+农
户”带动下，去年潜山种植瓜蒌
5.6 万亩，年产瓜蒌籽近 4000 吨，
带动贫困户 4298 户，户均增收
5500元。

从分散种植到
集约化经营

走进王河电商产业园里的金福
农业瓜蒌公司，记者看到，公司销售
部的员工正坐在电脑旁，敲着键盘，
忙着给苏宁易购下单。

2017年，金福农业借力苏宁易
购电商扶贫，在苏宁中华特色馆设
立潜山馆，并与苏宁云商签订了供
销合作协议，由此，天柱山瓜蒌籽
被纳入苏宁自营采购体系。金福农

业老总郑满发告诉记者：“电商销
售与实体店布点比较，不仅降低了
成本，还拓展了市场空间。去年，
公司电商销售瓜蒌籽700余吨，远
销到了美国。”

“随着瓜蒌种植不断扩张，市
场竞争日益激烈，为了破解瓜蒌种
植户和经营企业遭遇的发展瓶颈，
我们积极推进瓜蒌产业供给侧改

革，一方面，通过农商互联、产销
对接，推动瓜蒌产品升级；同时，
利用天柱山旅游资源优势，做“瓜
蒌+旅游”深度融合文章。”潜山市
农业农村局局长金泉水表示。

在黄铺镇槐树村 318 国道旁，
一个偌大的瓜蒌园引人注目。这是
传文瓜子公司打造的瓜蒌观光园。

“夏季，有游客在此休闲避暑，领

略瓜蒌园的风光；秋季，游客可参
与瓜蒌采摘，体验劳动的乐趣。过
去，我们只知道卖瓜蒌籽，现在也
卖起了田园风光呢。”传文瓜子总
经理王传文对瓜蒌产业发展信心满
满。据悉，2018年，潜山已成功列
入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
导区，瓜蒌产业正在融合中续写新
篇章。

从卖籽到
卖观光体验

农耕馆设立在高岭乡文化站
内。在陈列室里，整齐地陈列着
犁、耙、独轮车、蓑衣、斗笠、煤
油灯、算盘、三角箕、捆绳等老物
件。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看到
这些老物件，脑中就很自然浮现出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的画面。一件件物品，
承载着历史；一处处实景；浓缩着
记忆。

“它们都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曾
为渡江战役立了大功，渡江战役
前，解放军在高岭乡泊湖之滨训练
渡江，村民们忙着纺纱、织布，给
解放军做鞋做衣服。”指着一架老纺
车和一架老织布机，高岭乡文化站
站长熊文刚满怀深情地说。这里的
每个老物件都有自己的禀性，斑驳
的痕迹承载着那个年代的记忆。随
着岁月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它们
已经逐渐在农业生产中被淘汰，但
它们个个身上都留下了时代的烙印。

为什么建农耕馆？熊文刚说，
农耕文明是乡村文明的根，是乡村
传统文化的魂，悠久而厚重，虽然
农耕馆收集展出的这些农具、纺
具、生活用品离人们渐行渐远，但
这些物件是记录农耕生活的活字
典，反映了过去几代人的生活和智
慧，反映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这
些老物件全部放在馆里陈列出来

后，就成了传承乡村文明的活标
本，农耕馆由此成为“记得住乡
愁”、“留得住乡情”的重要载体。

熊文刚是农耕馆建设的“发起
人”，对农耕文化情有独钟。为了早
日建成农耕馆，从2016年以来，走
村串户收集老物件成了他日常工作
的一种常态，有时他为了收集到一
桩老物件，反复多次登门，不惜磨
破嘴皮，耐心向村民宣传建设农耕
馆的意义和目的，取得村民对建馆
工作的支持和配合。

“这个水车是民国年间制作的，
距今上百年了，那时家里用它车水
灌溉农田，尤其是干旱少雨的年
成，整个村里的乡亲都用它车水；
犁、耙、花车都是20世纪五十年代
的老物件，现在看似落后，当时可
是农民的命根子啊！”去年6月，年
过八旬的熊华清老人，被熊文刚不
厌其烦多次登门开展宣传工作的精
神所感动，主动将自家保管多年的
水车、犁、耙、花车捐给农耕馆。
谈起每一件老物件背后的历史，老
人如数家珍。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这些东西
虽然用不上了，但我没舍得丢，现
在送给农耕馆，教育下一代还是宝
啊！”前不久，社坛村年近90的孙仁
忠老人，在高岭乡文化站工作人员
的宣传下，得知乡里建设农耕馆
后，专门叫孙子把家里的石磨、油
灯、斗笠等老物件送到了农耕馆。

“我校已把农耕馆作为学生的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了，定期安排孩子
们过来参观，让他们从中感受农村
发展的历程，以更加热爱生活、热
爱农村。”高岭乡中心小学校长唐金
根说。

据了解，目前，农耕馆共陈列
传统农耕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娱
乐器具、工匠用具、典籍资料老物
件400余件，基本都是当地村民无偿
捐赠的。

农耕馆里留乡愁
通讯员 孙春旺 严茂椿

犁、锄、耙、水车、石磨
……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快速发
展，这些曾经在农村随处可见
的生产用具和生活用品，正逐
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为了传承
农耕文化，留住记忆中的乡
愁，宿松县高岭乡经过三年的
不懈努力，率先在全县建成乡
级农耕馆并对外开放。

市经开区突出招商“第一要事”添
发展动力，优选配强力量，将招商局由1
个增至3个，雇员数从20人扩至40人；
成立12个招商小组，聘请知名企业家担
任招商顾问；建立绩效优先的激励机
制，细化行动计划、出台考核办法、加强
招商业务培训。1-9月份，该区新签约
项目35个，实际利用外资80.32亿元，同
比增长19.24%；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2
个、亿元以上项目25个。跨区域深合
作，加速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与上海嘉
定区安亭镇合作共建的上海安亭汽车
零部件安庆产业园项目被列入《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2019年工作计划》；与嘉善
经开区、余杭经开区签订园区合作共建
协议，在招商引资等方面进行资源互
补、信息共享。完善项目机制，完善新
签约重大项目后续服务和跟踪促建工
作机制，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开工率达
96%。其中，菱北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
园和市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园项目顺
利完工，已有8家企业入驻。 经开区

市经开区突出招商
“第一要事”添发展动力

宿松县稳步化解扶贫小额信贷风
险，预警监控，继续加强“户贷企用”资
金监管，密切关注“户贷企用”1000万元
以上贷款企业，实行“一企一策”，逐个
建账消化，一旦发现风险苗头提早应
对，防止企业经营不善引发规模风险。
分类处置。针对“户贷企用”小额信贷
风险问题，实行分类科学处置。对优质
民营企业，探索通过贷款腾挪、逐步置
换等有序推进贷款清收退出；对生产经
营不善且未按协议约定分红的企业，提
前收回贷款，并依法追究责任。激励奖
惩，对按期还款贫困户颁发“守信贫困
户”证书并给予1000元现金奖励。对先
进乡镇奖励工作经费10万元，并根据实
际完成情况比照省考核口径进行额外
奖励；对未完成任务的给予20万元处
罚，同时加大对违法违规违约、逃废债
行为的打击处置力度。 宿 办

宿松
化解扶贫小额信贷风险

望江县漳湖镇“三专注”实现扶贫
“三精准”，专注扶持对象精准“聚好
焦”，全方位发动，把精准扶贫的要求和
程序以及各类帮扶政策宣传到村组干
部、广大群众，确保政策宣讲、业务培
训、群众发动到位。全覆盖识别，紧紧
盯牢低保、五保、残疾、重大疾病和慢
性病等特殊群体，逐人逐户精准化、
精细化识别。全过程监管，开展专人
暗访曝光、信访举报受理、纪委跟踪
督办等工作，保证识别过程公开透
明。全达标退出，始终抓住脱贫核
心、群众认可这个关键，让群众明明
白白脱贫。专注措施到户精准“瞄好
靶”，对缺技术缺资金贫困户创新“五金
增收”模式，在农民增收固化模式方面
大胆探索，健全就业创业扶贫长效机
制。对因病致贫贫困户筑牢“五道防
线”，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因病举债等
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对因残致贫贫困
户强化“三大扶持”，大力开展低保兜
底工作，对建档立卡贫困对象应兜尽
兜。对因学致贫贫困户开展“三大帮
扶”，通过“控辍保学”“免费教育”“就
业促进”行动，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
贫。专注脱贫成效精准“迈好步”。紧
盯“组织设计”，通过压实三级责任制，
形成镇村两级联动、凝心聚力抓脱贫攻
坚的良好局面。紧盯“要事难事”，聚焦
脱贫攻坚“硬骨头”，下深水、出实招、求
实效。紧盯“薄弱环节”，通过查漏补
缺、缩差补短，严防被脱贫、假脱贫和数
字脱贫等现象发生。紧盯“精神脱贫”，
健全治理机制，推广农村治安防控新模
式，创新农村社会治理。 嵇奕华

望江漳湖镇
实现扶贫“三精准”

在大家的概念里，绣娘一向是女孩子的专利，而在怀宁县三桥镇南方村瓦店组，51
岁的陈进从事“刺绣”已经多年了。这个意外的选择，来自他自己的一次意外。

2002年，陈进遭受了一次车祸，导致右腿残疾，无法从事体力劳动，生活开始陷入
困境，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现在党的政策太好了，这些年，镇、村对我很是关心，各
种扶贫政策都享受到了，现在吃、穿、住都不用愁。我从事刺绣一来打发时间，二来增
加一点收入。”陈进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说。

在陈进家里，只见他拿起绣针，飞针走线，一会儿工夫，一小块色彩鲜艳的刺绣便
产生了。一块“花开富贵图”的刺绣格外显目，“这个我绣了有半年时间，刺绣考验的是
耐性。我以前是跟着女儿学的，现在十字绣、珍珠秀都会，只要有空闲时间，就待在家
里刺绣，材料都是从网上购买的，绣好后，再到安庆去装裱。好多都是本地村民购买我
的刺绣，下一步我准备将这些刺绣在网上销售，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争取早日过上小
康幸福生活。” 通讯员 檀志扬 陈 诚 摄

会“刺绣”的汉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