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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为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特色产业
发展、春耕生产等产业扶贫工作的影
响，岳西县青天乡积极开展应对措施，
确保产业扶贫收益不减。

为确保脱贫群众的稳定增收，该
乡同心村与安徽拜瑞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合作，采取村集体主导、公司服
务、合作社实施的合作机制，发展蓝
莓50亩，稳定提升脱贫群众的收入。

“我家流转了3.7亩土地，每年流转
资金有1480元。在基地做工每天有150
元，将来蓝莓有收成了还可以得到分
红，这比在外面打工好多了。”青天乡同
心村缺畈组已脱贫户储著益介绍说。

“我村投资 50 万元新建高标准
蓝莓基地，每年可为村级集体经济增
加10万元左右。同时为缺畈、田垅两
组23户贫困户找到了稳定增收的渠
道。”青天乡同心村党支部书记储卫
国告诉笔者说。

2017年，青天乡青天村把村里闲
置的100多亩土地流转过来，建起冬桃

基地。今年，冬桃将全部挂果进入丰
产期。该基地采取用人工除草、起沟、
施农家肥，努力打造绿色原生态农产
品，提高冬桃的质量和产量，带动脱贫
群众增收致富。

“村里聘请我到基地负责桃园管
理，有2500元一个月，一年下来有3万
元，家庭有了稳定的收入，全家生活过
得很好。”青天乡青天村七屋组脱贫户
汪冬成说道。

针对受疫情影响给扶贫产业发展
带来的一定困难，青天村冬桃基地改
变工作方法，由原来的多人参加基地
务工，调整为常年聘请5名脱贫群众，
每月发放固定工资，增加他们的家庭
收入，切实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我村通过‘三变’改革，发展冬桃
134.6 亩，常年安排贫困户在基地务
工。今年冬桃进入丰产期后，每年村
集体可增加20万元的收入，可以带动
更多贫困群众分红、得实惠。”青天乡
青天村党支部书记刘同亮说道。

（通讯员 吴传攀 陈庆鹏）

青天乡：
战“疫”时刻 脱贫不歇

本报讯 经过前期沟通报批等多
方面准备，3月2日，G318岳西县城
至白帽“瓶颈路段”改建工程来榜大
桥正式复工。

为支持该重点工程建设，助力其
复工复产，来榜卫生院医务人员服务
上门，在工地为外地返岗工人逐一采
集咽拭子，对采集咽拭子统一送市疾
控中心进行核酸检测。同时，对建筑
工地公共区域环境如何进行空气消
杀、物品的清洁消毒、消毒液的配置
方法、人员管理等各方面给予全面、
细致地指导，制作“疫情防控明白
纸”，指导工人正确佩戴口罩、废弃
口罩的处理等。

“按照县委、县政府部署，助力
企业复工复产，接县指挥部通知，对
318国道来榜大桥重点工程复工复产
外来务工人员，进行初步咽拭子采样
送检，并指导项目部开展好复工复
产、疫情防控工作。”来榜镇卫生院
院长储国松介绍说。

在来榜大桥施工现场，有的在焊
接作业，有的在运送钢筋，现场施工
有条不紊。为了破解用工难题，该项
目部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在农民
工相对集中的地区，采取“点对点”
运输的方式，组织农民工返岗复工。

“2月26日，接到项目通知后，我立
即到老家乡卫生院进行体检，并到村

委会、乡镇府开具了健康返岗证明。
我们一行几人乘坐私家车来到来榜大
桥工地，经过体检、修整后，于今日
正式开始施工。”G318项目02标现场
负责人赵学明说道。

为了做好防疫工作，该项目重新设
置了工人专属区域，实行每名工人单间
住宿，对一切返岗人员进行体检，并制
订日常隔离管控措施，定期对施工、生
活场所进行消杀，在确保满足要求的情
况下，分工点逐步进行复工。

“为了保障来榜大桥按节点工期
顺利完工，我们首先只进场了 14名
工人。工人到达施工现场后，租赁了
14件活动板房，对他们进行分散隔离

居住。上下班车接车送，避免工人与
当地村民接触，真正做到复工复产和
疫情防控‘两手抓、两不误’。”G318
项目02标安质部部长刘少东介绍说。
据了解，G318岳西县城至白帽“瓶
颈路段”改建工程是交通运输部

“2015年贴近民生 10件实事”之一，
也是省、市、县的交通建设重点工
程。来榜大桥为G318岳西县城至白
帽“瓶颈路段”改建工程中的关键项
目，跨越来榜镇水泥路、来榜镇河道
及省道S209，全长526m，桥梁跨度
40m， 墩 柱 高 30.5 至 38.5m， 预 计
2020年10月底完工。

（通讯员 吴传攀 陈庆鹏）

G318“瓶颈路段”改建工程来榜大桥正式复工

本报讯“我们一定要把树苗
栽正，土压结实，水浇透，这样
才能保证树的成活率。”3 月 9
日，在进入安徽省古井园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道路沿线，工作人员
向当地群众讲解植树要领。

三月好春光，植树正当时。安
徽省古井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
前期认证，积极调运树苗，抓紧当
前晴好天气，组织群众在进入保护
区道路沿线栽插金钱松，打造一条
长7.5公里的“金钱松长廊”。

植树现场热火朝天。挖土机
沿道路边挖坑，汽车运来肥沃的
泥土，当地群众按照技术人员的
指导，将一一棵树苗栽下，把土
压实，浇水，搭架。一天下来，
100多棵树苗已经栽植完成。

安徽省古井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涵盖岳西县主簿、姚河、巍岭3乡
镇，总面积7904公顷，是以保护
兰科植物为代表的珍稀濒危野生
植物为主的野生植物类型的自然
保护区，2016年升级为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

据该保护区有关负责人介
绍，金钱松是大冰川期后的古老
残遗树种，又是岳西本地优良乡
土树种，生态价值高；金钱松树
春叶鹅黄嫩绿，秋天满树金黄，
树形高大，树姿优美，观赏价值
高。该保护在进入保护区道路沿
线栽植700棵金钱松，打造“金钱
松长廊”，让保护区景色更美，生
态价值更高。

（通讯员 吴传攀 彭云枝）

岳西古井园保护区打造金钱松长廊

本报讯 岳西县城关派出所
党支部带领40余名干警，下沉到
10个村、社区，以实际行动落实
上级交办的各项防控任务。

该所积极开展疫情防控知识
宣传、街面巡逻、小区和道路卡

口执勤、排查宾馆酒店流动人员
等工作，切实履行防控职责。目
前，出动警力巡查840次，制止查
处赌博 29 次，驱散聚集人员累
2800余人次。

（通讯员 潘丙华 王节晴）

岳西县积极落实各项防控任务

本报讯 3月10日，岳西县天
堂镇回龙社区七星组居民王学冯
代表该组22户群众，向县疫情防
控指挥部捐款5900元，县经信委
主要负责人参加捐赠仪式。

王学冯介绍，这笔善款是本

组22户普通群众所捐。疫情发生
以来，他自发到卡口值班值守，
并组织了捐款活动，受到很多群
众的热烈响应，纷纷表示希望通
过绵薄力量支持我县疫情防控工
作。 （通讯员 王节晴）

天堂镇22户群众捐资支持防疫

本报讯 为破解“本地企业
用工难、返乡劳动力返岗难”结
构性矛盾，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
发展的“双胜利”，岳西经开区主
动作为，组织专班到企业对接，
宣传解读相关扶持政策，详细了
解企业的用工需求，帮助企业制
定用工需求信息清单，有效配合
各乡镇做好返乡劳动力就业创业
工作。

连日来，天堂、温泉、响肠、

毛尖山等24个乡镇党委副书记带
领村“两委”正职和外出务工代
表，分批到开发区近2年来招商引
资企业、重点骨干企业等10家企业
参观考察，详细了解了企业的规
模、生产工艺、用工需求和各项援
企稳岗措施，并就群众就业意向和
企业用工需求进行了精准对接。代
表们佩戴口罩分散参观，测量体温
后进厂，参观秩序井然。

（通讯员 张铭 王节晴）

岳西经开区：
做好返乡劳动力就业创业工作

在”三八”妇女节当日，岳西县毛尖
山乡组织巾帼志愿者开展义务植树。
当天该乡组织30余名巾帼志愿者，来
到板舍村香榧基地栽插香榧，共栽插了
5亩近200棵香榧。毛尖山乡已发展香
榧种植2200多亩，今年新栽种1700亩，
结合乡村振兴和芭茅山改造，以科技创
新为依托，加快香榧产业规模化发展，
逐步形成香榧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产
业体系，努力打造“香榧之乡”。

通讯员 吴传攀 陈庆鹏 摄

巾帼植香榧
荒山披绿衫

本报讯 岳西县坚持疫情防控
和民生保障“两手抓”，在疫情防控
期间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该县常态化保障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低保、五保、孤儿、两
残等救助资金坚持按时打卡发
放，1至2月份累计保障五保、低
保、孤儿、两残等对象约7万人
次，发放各类救助补助资金1842

万元。下拨疫情防控专项救助资
金 200万元，对特困人员、城乡
低保对象、孤儿及困境儿童、重
病重残对象、孤寡老人、确诊病
例或隔离对象、因参与疫情防控
导致直系近亲属无人照料的人员
等对象中需要救助的人员及时主
动提供资金救助。

（通讯员 方慧 王节晴）

岳西县发放困难群众生活救助资金

本报讯 时值一年春草绿，又是
农业忙碌时。当前，面对依然严峻的
疫情防控形势，岳西县冶溪镇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春季农业生产，多措
并举为春季农业生产按下“快进键”。

在冶溪镇金盆村永久家庭农场
茶叶基地里，工人正在拉线、起沟、栽
插茶叶苗、修剪茶枝，呈现出一片春
季农业生产的繁忙景象。

“我在这个基地插茶叶有半个多
月了，每天有100多块钱的收入。”正
在忙碌的冶溪镇金盆村贫困户李纪
述介绍说。

该家庭农场于2020年注册成立，
农场负责人刘永钢原本在温州从事服
装行业，年收入近20万元。为了更好
的照顾家庭，他毅然选择回乡创业，目
前投资10多万元，流转土地50亩，发展
夏秋茶产业，带动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我们家近几年夏秋茶前景非常
好，今年就没有出去务工了，流转了
50亩的荒山、荒地栽种茶叶，发展夏
秋茶产业。”永久家庭农场负责人刘

永钢说道。
在冶溪镇雷竹生态产业观光园

现在每天都有数十名工人在运苗、挖
坑、培土，栽种雷竹。该镇依托雷竹
消除茅草山的做法，不仅培育风光秀
丽的生态资源，而且夯实了富民强镇
的生态产业发展之基，将逐步实现雷
竹的产业化、生态化、景区化带动效
应，最大限度增加农民收入。

“目前我镇春耕生产已经全部展
开，种植早春蔬菜800多亩，新建茶
园700多亩，新建雷竹园260亩。”冶
溪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胡知
佐介绍说。

据了解，冶溪镇作为全县农业大
镇，素有“大别山中小江南”之称。该
镇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逐渐有
序恢复春季农业生产。截至目前，恢
复早春大棚蔬菜100亩，种植马铃薯
500亩，新建茶园800亩，新发展雷竹
260亩，修剪机采茶园1500亩，以及其
它午季作物田间管理800亩。

（通讯员 吴传攀 陈庆鹏）

冶溪镇：

为农业生产按下“快进键”

只要每个人都发光，萤火也能汇
成星河。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雷锋
精神”在岳西县的逆行者们身上闪
耀，汇聚起勇敢面对疫情、战胜疫情
的磅礴力量。

逆行 为了更好前行

2月 9日凌晨，岳西县医院妇产
科副护士长方腊琴接到电话，被告知
医院要派人驰援湖北，征询她的意
愿。方腊琴毫不犹豫一口答应。

当天，她作为岳西第一批驰援武
汉的医疗队员，赶赴武汉经开区体育
馆方舱医院救治新冠肺炎患者。

医疗队抵达武汉后，方腊琴与队
友通过培训后立即上岗，进入紧张的战

时状态。一天下来，她的脸上印下勒
痕，汗水湿透全身。照顾病人之余，方
腊琴还改编、演唱黄梅戏，帮助患者树
立健康心态，鼓励他们战胜病魔。

在方舱医院奋战二十多天来，方
腊琴精心护理16位患者，目前14位已
经出院。她说，每天收获最多的是病
人的一声声谢谢。“看到他们一个个
健康出院，我再辛苦都值得。”

坚守 为了那份责任

“你好，哪里不舒服?先测一下量
体温。”说这话的，是岳西县保安服务
公司派驻岳西县医院保安员周新来。

岳西县医院是当地定点救治医
院。面对疫情期间的繁重任务，周新

来坚决落实交办工作，门口执勤、测
量体温、严格执行“一患一陪护”制
度，为降低交叉感染风险贡献着自己
的力量。

“雷锋在我心中，奉献从不缺
席。特殊时期，让我和你们一起，为
抗疫出份力。”危急时刻，周新来选
择坚守岗位，守护更多人。他用一次
次最朴实的行动，诠释着雷锋精神。

奉献 为了人民安康

“老朱，我来拿门楼村的快递，
整理好了吗?”这天，岳西县黄尾镇
门楼村护林员郑宗国准时出现在黄尾
镇邮政所。

“都在门口放着呢，你先过来签

个字。”老朱拿着文件夹递到郑宗国
手上：“你都快成了我们编外的快递
小哥了。”签完字，郑宗国的皮卡拉
着报纸、包裹、口罩和消毒液等防护
物资“满载而归”。

门楼村地处偏远，距离黄尾集镇
区15公里。鉴于当前疫情防控形势，
门楼村严防输入、严打聚集、严控发
热、严保稳定，严抓生产。为方便村
民生活，郑宗国加入村里防疫应急志
愿服务队。一个多月来，他为群众免
费代拿代购代销，车程超过 800 公
里，服务群众600人。

“我是村里的护林员，这段时间
防火压力较小，就想着在特殊时期做
一 些 力 所 能 及 的 事 情 。” 郑 宗 国
说。 通讯员 王节晴

战“疫”中的“凡人微光”
——岳西县志愿者抗“疫”记

本报讯 “各位乡亲，你们
要的茶苗到啦。请大家一户一户
过来拿，不要围观。”日前，岳西
县冶溪镇农业中心的物资运送车
开进罗铺村，村里大喇叭也同步
响了起来。当天，冶溪镇农业中
心副主任胡知佐率技术人员，一
边分发茶苗，一边指导群众栽茶
注意事项。

冶溪镇现有茶苗 1100 万株，

主要销往湖北、河南、陕西等
地，受疫情影响，滞销茶苗 300
多万株。该镇通过省、市、县
农业部门发布供苗信息，多方寻
找购苗客户，将疫情带来的影响
降至最低。利用产业奖补资金采
购本镇育苗户 220 多万株，全部
分发给900多位贫困户，共新建茶
园1100亩。

（通讯员 王节晴 徐婷）

岳西冶溪镇解决茶苗滞销难题

志愿者在栽插香榧

志愿者在去毛尖山乡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