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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安庆市第六
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
布，流传于姚河民间的吹打乐《春
富贵》成功入选名录。

《春富贵》古名为“引官调”，
清朝同治年间由舒岳周边传入岳
西县姚河地区，在当地流传至今，
后经当地民间艺人不断加工，逐
渐形成其独特的风格。《春富贵》
演奏队伍由13人组成，有唢呐、胡
琴、板鼓、大锣、大镲等十几种乐
器，吹打出来的乐曲喜气洋洋，寓
意庆贺春天的到来。

为加强对《春富贵》的传承保
护，姚河乡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的要求，坚持“保护为
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
展”，安排人员搜集整理民间吹打
乐《春富贵》的传承和发展历史，
走访流传于舒岳两地民间老艺人
一百余人，历时半年的时间，整理
出民间吹打乐《春富贵》从清同治
年间流传至今详实的发展、传承
以及班社开展演出活动资料，成
功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通讯员 储建军 刘双进）

《春富贵》入选安庆市第六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本报讯 4月2日，岳西县的众多
茶农来到响肠镇独山村茶厂出售当天
采摘的茶青。评级、过秤，茶农当场领
到了茶叶款，笑容洋溢在茶农的脸
上。“我家按照每斤50元的价格出售了
15斤茶青，一共收入750元。”独山村脱
贫户袁方生刚卖完茶青，高兴地说。
2014年，袁方生的孩子正在上学，夫妻
俩身体也不是很好，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在村里扶贫政策的支持下，夫妻
俩发展了5亩茶园。“2019年茶叶收入
有 1.5 万元，今年卖茶青已有 6000 元
了。”袁方生介绍，通过发展茶产业，他
家已于2018年脱贫。

独山村为岳西县65个重点贫困村
之一。2014年，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为244户864人，贫困发生率达32.4%，
村里没有支柱产业，村民收入主要靠
外出打工。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
独山村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鼓励群众
发展茶产业。截至2019年，该村共发

展茶园2600亩，人均近一亩茶园。
独山村平均海拔在600米以上，茶

叶品质较好，但是茶青的价格卖不上
去，这影响了群众增收。“我们村以前
没有茶厂，茶青都是外面的小商贩来
收购，价钱比别的地方低不少。”独山
村党支部书记王林焰介绍，2019年，该
村整合“四带一自”扶贫资金80万元、
资产收益扶贫资金60万元，在村部旁
边建设了700平方米的茶厂，引进一套
全自动制茶机械，建成了300立方米的
冷库。茶厂当年生产干茶6000斤，产
值达80万元，并实现了鲜茶保值保鲜
储藏。“村里建了茶厂以后，我们的茶
青价格与别村一样了，收入也增加了
不少。”该村贫困户胡名坎说。

独山村村委会副主任王建安拿出
分红花名册说：“为了确保部分老弱病
残户不返贫，村里制定了详细的分红
计划，按每户不低于 400 元，不高于
2000元进行分红。村里去年从茶厂利

润里共拿出了5.6万元为46户分红。”
“四带一自”产业扶贫属于岳西县

实施的33项民生工程之一。2019年，
岳西县投入“四带一自”产业扶贫资金
9027.6万元，充分发挥产业园区、龙头
企业、农民合作社、能人大户(家庭农场)
作用，促进贫困村、贫困户发展发展茶
叶等特色产业项目208个，带动村集体
和农户增收。在岳西县，80%的农户都
种植茶叶，户均茶叶收入达7300元。

今年受疫情影响，茶叶销路成了问
题。在岳西县茶叶大市场，与以往人声
鼎沸的场景相比，茶叶交易略显冷清。

“今年来岳西购买茶叶的游客少，价格
也比往年低。”茶叶经营户朱团结说。

岳西县是国家级重点贫困县，如
果茶叶滞销，势必影响如期完成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岳西县积极拓宽销售
渠道，进行电商销售。3月21日，由安
徽省委网信办、“学习强国”平台联合

“战疫助农”项目开展的安徽专场直播

活动走进岳西县，岳西县县长江春生
通过抖音直播间推介岳西翠兰茶叶。
3 小时的直播活动销售了茶叶 8000
斤，销售额达100万元。

位于岳西县经济开发区的电商产
业园内，宇婷电子商务运营中心负责
人殷言发夫妻二人正在忙碌。他俩一
个在网上接单，一个忙着包装邮寄。

“县长直播提升了岳西茶叶的知名度，
现在每天能接到80多单，能销售茶叶
100多斤。”殷言发说。在电商产业园，
像殷言发一样通过网上销售茶叶的有
10多家，每天能销售茶叶2000余斤。

“今年，我们继续实施33项民生
工程，加大财政投入，完善措施，优化
项目，大力发展支柱产业，努力搭建
电商平台，促进线上销售，确保优质
农产品不滞销，茶农收入不减，最大
限度保障和改善民生。”岳西县财政
局负责人胡知青说。
（通讯员 蒋劲松 吴传攀 殷江林）

山上有茶园 小康在眼前

本报讯 当前正值茭白育苗、
翻耕和定植的有利时期，主簿镇
余畈村基干民兵王艳华逐户进行
走访，一边抓防疫、一边抓生产。

王艳华发动民兵班7名民兵，
先后帮助该村85户种植户抢种茭

苗100万株，翻耕茭田800多亩，运
输有机肥料150余吨，完成500多
亩的有机茭白定植栽培。该村在
基干民兵带动下，春耕生产有序开
展，全村未出现农户因“疫”致贫现
象。（通讯员 王节晴 朱玉虎）

主簿：民兵当先锋，一线保春耕

春和景明，岳西县山水间种养专
业合作社一排排整齐的蔬菜大棚里，
兴种的甘蓝规模成片，“绿宝”品种的
韭菜郁郁青青。合作社负责人王世遐
和几名村民正将打包好的蔬菜装上货
车。他向笔者介绍，这些蔬菜耐寒、口
感佳、产量高，近期上市将有效保证疫
情防控期间市场供应。

早在2012年，王世遐作为一名县
政协委员，与县领导、政协委员一起座
谈探讨岳西产业发展工作时，了解到，
岳西人吃不到岳西菜，外地运进的蔬
菜运费高，品质难以保证，建设美丽乡
村少不了产业支撑，这些话深深触动
了王世遐。他认识到，要通过自身努
力，做一些尝试，改变当前现状。回去
后，在着手勾画成立专业合作社、种植
有机蔬菜的蓝图。

王世遐1962年生，从小在岳西县
响肠镇新浒村长大。新浒村成片土地
较多，水源和光照充足，为种植有机蔬
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

2013年，王世遐多次到各大菜市

场实地调查、取经，注册成立了岳西县
山水间种养专业合作社，采取“合作
社+基地+农户”模式，在响肠镇新浒村
高屋、熊冲、刘屋三个村民组，按照每
亩500元标准流转闲置土地300多亩，
露天种植四季豆、辣椒等有机蔬菜。

他承诺不让老百姓承担一分钱风
险，为贫困户垫付股金。当年，有100
多户农户参与务工。不料，第一年赶
上连续下雨天气，四季豆、辣椒全部烂
在田里，那年亏本33万元。

2015年，王世遐吸取前期种植经
验，做了充足准备，整合中石化“水肥
一体”项目和县农发项目，共计投入
100万元重新种植。他争取八小水利
项目资金支持，完善水利设施建设，解
决种菜灌溉需求。

他常常顾不上吃饭，每天坚守在
基地，观察蔬菜的生长，研究和消灭病
虫害。在他和合作社的精心抚育下，
2015年，合作社种植的蔬菜产值实现
翻番。

在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岳西县科技

局积极牵线搭桥，安徽省科学院园艺所
长张其率专家团队多次到送品种、送技
术到基地。在他们的现场指导下，合作
社依托科技保障品质，提升了整体经济
效益。这些蔬菜均施用发酵的有机肥，
天然无污染，走俏各菜市场。基地距离
县城13公里，良好的区位优势，还引得
很多市民自驾前来买菜。

几年间，王世遐稳步扩大规模。
目前，合作社流转当地群众土地700多
亩，建设蔬菜大棚104个，实验并成功
种植16类 100多个品种蔬菜。新引进
黄金芽苗，今年将实现预期效益。老
百姓以土地入股，年底享受10%分红。
基地共带动9个村民组210户群众增
收，其中73户贫困户顺利脱贫。

种好“菜园子”，念活“脱贫经”。
新浒村熊冲组胡发文家因学致贫，苦
于缺技术、缺资金，多年未脱贫。山水
间合作社刚办起来，他流转自家闲置
土地两亩，平时在基地负责种菜、养
鱼，每月收入3600元。如今，他不用离
家便让钱袋子鼓了起来，盖起了楼房，

顺利脱了贫。基地常年务工十余人，
大都是六七十岁，他们家门口实现居
家就业，尝到了种蔬菜的甜头。

“凭良心做事，提升人生价值。”王
世遐一直这样认为。他多次组织到响
肠镇敬老院送去新鲜蔬菜，在镇、村防
汛抗旱中，无偿供应新鲜蔬菜，解决群
众实际需求。

王世遐说，乐大于苦。目前自己
仍然在学习阶段，在不足中进取。下
一步，合作社将依托发展有机蔬菜，带
动乡村旅游发展，建设精品民宿，打造
城里人向往的田园式生活。

经过几年努力，岳西县山水间种
养专业合作社种植的有机蔬菜，填补
了岳西县高品质蔬菜产品的空缺，还
为当地发展有机蔬菜提供了示范。
2018年以来，该合作社获评“国家农民
示范合作社”“安徽省无公害农产品产
地”称号，入选“安徽省农业特色产业
扶贫先进典型十大合作社”，黄金芽茶
认定为绿色食品A级产品。

通讯员 吴传攀 王节晴

蔬菜梦 致富路

随着疫情防控趋势逐渐向好，岳
西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迅速落实
各级决策部署，以更有力的举措、更扎
实的作风，开足马力复工复产，重点工
程建设纷纷按下“快进键”，为确保实
现“双过半”的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在岳菖路改造工程建设现场，挖
掘机穿梭来回，一个个干劲十足的忙
碌身影，一处处机器轰鸣的建设工地，
勾勒出一幅如火如荼的生产场景。该
工程是今年全县的重点民生工程，涉
及西南片4个乡镇7万多群众。前期
因剩余两户房屋未拆迁到位，影响着

工程建设进度。
“我们岳菖路改造工程，在天堂镇

的积极配合下，完成最后两户拆迁任
务，促进了工程进度，为实现‘双过半’
提供了坚强保障。”岳菖路改造工程项
目负责人胡小三介绍说。

连日来，在“四馆一中心”项目建
设现场，吊车运作有序，上百名工人在
现场忙碌着，热火朝天，一片繁忙景
象。为全力抢抓施工进度，该项目部
强化防疫措施，排除万难，多方协调，
采取包车接送、加大补助力度等方式
积极召集工人，确保施工人员充足。

“我们项目是岳西县首个PPP项目
工程，因为今年前期受疫情影响，耽误
了不少时间，现在正在组织大批的人
力、机械，加班加点大干100天，把前期
的时间抢回来，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
确保完成目标任务。”岳西县“四馆一
中心”项目安全总监储茂送介绍说。

一手抓防疫，一手抓进度。为把
疫情对重点项目建设的影响降到最
低，把进度抢回来，岳西县重点工程中
心对所有重点在建项目进行全面部
署，明确工作指标，倒排时间表，实行

“挂图作战”，全面打响重点项目建设

“大干一百天”攻坚战，确保实现上半
年时间、任务双“过半”。截至目前，该
中心17个重点在建项目已全面打响项
目建设攻坚战，复工率 100%，工人到
岗率100%，正全力抢抓施工进度。

“为确保实现‘双过半’的目标，我
们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要求各项目
施工单位，细化目标任务，倒排工期，在
确保项目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把疫情
影响造成的延误工期赶回来，大战一百
天，确保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任务。”岳
西县重点中心工程建设管理股股长叶
玮介绍说。通讯员 陈庆鹏 刘辰

岳西重点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

随着气温逐渐回升，岳西县毛尖山乡
板舍村怡园种养合作社200多亩水蜜桃基
地内的桃花盛开，点燃了春天万种风情。
盛开的花儿，吸引了部分群众前来观赏。

板舍村怡园专业种植合作社入股农
户68户，合作社流转土地210亩种植水
蜜桃，基地常年做工工人有14人，平均
工资达1万元以上。农户分红最低保障
每亩250元。 通讯员 吴传攀 摄

桃花满山岗 春光扑面来

本报讯 日前，岳西县农业
农村局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农机监
理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到冶溪
镇开展农机免费实地检验、农机
手安全宣传教育培训以及农机安
全隐患排查。

岳西县农业农村局让农机手
少跑路，切实提高服务质量和效
率。县农业机械服务中心监理所
主动对接国元农业保险，实行现场
检车、办理保险业务等“一条龙”服

务。为确保农机具以最佳状态投
入春耕生产，监理所检验员严格按
照规定程序进行年检，对每台农机
拓印查验发动机号码及车架号码，
认真进行机械唯一性认定，对不符
合安全运行技术条件的不予办理
相关手续，并与参加年检的农机手
签订责任书，上门送检让农机手得
到实实在在的便利，严把年检关切
实减少农机安全生产隐患。

（通讯员 王节晴）

送检上门保春耕

本报讯 日前，笔者从岳西
县林业局获悉，岳西县全面完成
松材线虫病年度除治任务。

岳西县现有松树林134万亩，
松林面积位居安庆市首位。自
2013年发生松材线虫病以来，先
后有六个乡镇相继发生松材线虫
病，是全省松材线虫病重点防控
区。为了有效控制松材线虫病疫
情蔓延，岳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
视，强化党政一把手负责制，建立

了党委指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的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机制，并
成立了一支248人的专业除治队
伍。今年，县财政加大经费投入，
安排560万元用于松材线虫除治。

目前，全县完成省下达择伐
面积 7508 亩，清理病死树 24381
株，完成率均为100%；枯死树清理
5211株，完成率634.7%；完成打孔
注药3100株，完成率155%。

（通讯员 王淼 余方北）

岳西县全面完成松材线虫病除治任务

本报讯 日前，岳西县出台
《岳西县特殊困难群体综合保障实
施办法》，切实做好老、弱、病、残、
孤等特殊困难群体综合保障工作。

《办法》明确对丧失劳动能力
且无法落实法定责任人或法定责
任人无履行责任能力的老年人，
家庭人均收入低于低保标准的十
六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重特大疾
病或重大慢性疾病患者，重度残
疾人，孤儿，因突发重大事故或自
然灾害致使家庭实际生活水平低
于低保标准的家庭，其他可能发
生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困难人员

予以综合保障。综合救助项目包
含基本生活保障、健康医疗、就业
保障、资源效益保障、就学保障、
住房保障、惠民殡葬、基本公共服
务提供。

岳西县成立综合救助领导小
组，负责全面组织领导和个案救
助工作，综合救助工作纳入县级
重大风险防控和督查督办事项。
在综合保障政策执行中，有涉嫌
违法违纪的严格依法依纪追责，
同时建立容错审查机制，对符合
条件的启动容错纠错机制。

（通讯员 王节晴 方慧）

综合施策保障特殊困难群体

4月1日，岳西县天峡景区开园，漫山遍野的杜鹃花进入盛花期。
近年来，天峡杜鹃花海成为著名的“网红”打卡地。

通讯员 陈庆鹏 摄

4月的岳西，茶歌满山，茶香四溢。岳西县位于大别山腹地，是全国重点产茶县，拥有
茶园17万亩，年产干茶近万吨，茶叶已成为岳西县千家万户的当家产业。

▲在基地观赏桃花的游客
◀基地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