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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本报讯 4月 18日，沿着太湖县
天华镇西冲村蜿蜒曲折的山间道路一
路前行，只见点缀在山间峡谷间的一
座座披着“黑色外衣”的大棚十分醒
目。“这里是我村的香菇种植基地。
我村已建起了集香菇种植、加工、销
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条。”该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先如说。

西冲村曾是典型的贫困村，地处
深山、交通不便，长期以来发展举步
维艰，2017年之前集体经济收入接近
于零。为了脱贫致富，近些年该村两
委结合当地自然及气候条件，创新思
路全力发展香菇产业，2019年村集体
经济收入突破20万元，闯出了一条符

合该村实际的脱贫致富路。
“香菇作为一种变温结实性真菌，

整个生长发育过程中，对温度、水分、
原材料等要求非常高。我村虽然交通
闭塞，但是昼夜温差大、山泉水资源
丰富、杂木众多，从生长环境上讲，极
其适合发展香菇种植。”朱先如说，香
菇生长期短，当年投入当年就可见
效，并且原材料成本低，因此对于村
级集体经济基础薄弱的西冲来说，种
植香菇是最合适不过的路子。

走进其中一个大棚，只见摆放
在木架上的每一条菌棒都结满了大
小不一的新鲜香菇。“母体菌棒，从
制作到出菇，至少需要六个月，经

过扎材、加料、高温消毒、冷却、
结种、放养、下田等多个环节。”基
地技术人员说，成熟的香菇肉质肥
厚细嫩，具有很高的营养、药用和
保健价值。

村里产业有了发展，收益最大的
是当地村民。“基地日常用工量在20
至30人之间，除一些在合作社入股分
红的农户之外，其他人全部来自当地
的贫困户。”基地负责人说，基地按
照女工100元、男工120元的标准每天
支付工资，2019年累计支付贫困户工
资50余万元。

在家门口就业，让该村很多以往
无收入来源的村民有了收入保障。

“我以前在家里带孩子，也没有什么
稳定工作。最近几年，村里搞香菇种
植，大家一起做香菇，每年能做到一
万棒，有五六万块钱的收入。而且还
可以到基地打工、增加收入，我非常
满意。”该村贫困户姜新华说。

目前，该村香菇基地有大棚 25
座，年产菌棒约30万棒。该村以“公
司+农户”的模式，通过电商途径扩
大产品渠道，使得香菇供不应求。

“我们今年计划更新加工设备，增建
温室大棚，扩大种植规模，让生产出
的香菇走出大山，带动更多村民致
富。”朱先如说。
（记者 沈永亮 通讯员 吴光磊）

下山村“菇”让贫困村年收入突破20万元

本报讯 4月21日，记者从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根据市创优

“四最”营商环境工作部署，我市全
面推进不动产登记工作，在2019年
省政府办公厅组织的营商环境测评
中，不动产登记指标处于全省领先
位次，实现一般登记3个工作日办
结，生产制造企业抵押登记1个工作
日办结，查封登记、异议登记及时
办结。

我市全力推进信息共享集成，
将与企业和群众紧密关联的申请、
受理等业务环节迁移到互联网运
行，即将实现借助各种终端随时随
地可申请。推动不动产登记与纳税
信息互通共享，将39类登记数据与
政务服务平台应通尽通，为实现跨
地区、跨部门、信息互通共享奠定
基础；全面实施“互联网+不动产登
记”，市、县一体“互联网+不动产

登记”平台PC端已上线运行，部分
业务已实现24小时不打烊服务。手
机 APP、自助终端申报平台正在开
发，预计 6 月底前，“线上全程网
办、不见面服务”模式将全面建成
并运行；持续深化“一窗受理、并
行办理”，目前已建成市、县一体不
动产登记线下“一窗受理、全城通
办”平台，宿松、潜山、桐城、岳
西四县 （市） 已启用，其余各县正
在完善数据接口，4月底将所有涉及
不动产转移事项 （包括法人不动
产、赠与、继承、司法裁决等） 纳
入一窗受理，提高办理效率。

我市还不断优化登记环节和流
程，在办件环节和时长方面，已完
成2个环节3个工作日目标，其中即
时 （最 快 10 分 钟） 办 结 占 比
64.52%，1个工作日占比25.8%，2个
工作日占比9.68%。（记者 陈娟娟）

“线上全程网办、不见面服务”
6月底前全面建成运行
不动产登记服务居全省第一方阵

本报讯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
获悉，今年我市将培训新型职业农
民4400人，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带头人2000人，返乡入乡创新创业
者 150人，产业扶贫带头人300人，
专业生产型人员 1150人，技能服务
型人员 800 人，确保培训合格率
90％以上。对符合遴选条件的贫困
户、小农户，优先确定为培训对象。

今年，我市继续将新型职业农民
培训作为民生工程，组织实施高素质
农民培育计划，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总
要求，以服务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
牌强农和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为导
向，以满足农民需求为核心，以提升
培训质量效能为关键，根据乡村振兴
各类型人才的需要，着力培养一批有
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
质农民，示范带动引领广大农民增收
致富，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农村持续
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为打赢脱贫攻

坚战和补上全面小康“三农”短板提
供人才支撑。

今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和产业扶贫带头人培训，主要面向种
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小微
农业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带头人、管
理骨干，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0周岁。
返乡入乡创新创业者培训，主要面向
返乡入乡创业的中高等院校毕业生、
返乡农民工和退役军人等，年龄原
则上不超过45周岁。

专业生产型和技能服务型人员
培训，主要面向直接从事种植、养殖
和农产品加工的高素质农业劳动者
和农业专业技术服务人员（含农产品
电商人才、农村信息员、益农社信息
员、休闲农业服务人员、农用无人机
操作人员、农村改厕技术人员、农村
物业管理人员等），年龄原则上不超
过60周岁。 （记者 沈永亮）

今年我市
将培训新型职业农民4400人
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小农户优先培训

本报讯 市民政局于 4 月 16 日
印发《关于有序恢复全市养老服务工
作的通知》，统筹好有序开放和疫情
防控的关系，为全力保障我市养老服
务机构恢复服务工作安全有序推进
提出明确要求。

《通知》要求，逐步解除养老机构
封闭管理。从低风险地区返院、新入
住的老年人和工作人员，不再要求14
天医学隔离观察，但要“先预约，再入
住”，入住时必须做好体温检测、身份
信息登记，并主动出示绿色安康码。
从中高风险地区返院的老年人和工作
人员，应经14天医学隔离观察和相关
医学检查正常后，方可入住或上岗。

在有序恢复老年人家属探视服
务方面，《通知》指出，对有探视需求
的家属，养老机构要采用“先预约，再
探视”的方式，安排固定时间、固定地
点开展家属探视服务。家属进入时，
必须戴口罩、测体温、出示身份信息
和绿色安康码。

在全面恢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方面，《通知》明确，全面恢复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站服务、老年人居家养老
服务和空巢老年人探视服务工作，上
门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要做好工作人
员岗前体温检测、消毒、佩戴口罩等
防护措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还要
做好老年人登记、体温检测和查验安
康码等出入管理工作。

根据《通知》，全市各养老服务机
构要严格按照《养老机构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南（第二
版）》要求做好体温检测、消毒、登记
等出入管理工作，并指出以下“五类
人群”不得从事养老服务或进入养老
机构：未医学隔离14天的入境回国人
员，15天内曾接触入境回国人员，与
已确诊或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有发
热、咳嗽、流涕、腹泻等疑似症状者，
属于无症状感染者或无症状感染者
的密切接触者。
（见习记者 舒畅 通讯员 金鑫）

3项举措保障
我市养老服务工作有序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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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田，三分天下。粮食作
物种植面积116万亩，全市第一。水
域面积125万亩，全市第一。可养水
面面积近百万亩，全市第一。稻虾综
合种养面积12万余亩，全市第一。

宿松，是我市农业大县。近年
来，该县在稳粮保供的基础上着力推
进现代农业发展，在规模化、产业
化、科技化等方面下苦功，发展起了
一批投资规模较大、带动能力较强的
好项目、好企业，实现村均拥有农业
专业合作社6家、家庭农场2家。现
代农业发展，让该县脱贫攻坚有了支
撑、乡村“活”了起来。

随处可见的规模化经营

4月 16日中午，该县破凉镇黄大
村千亩茶园内，密密匝匝的茶树，像
绿云一样延伸到白云深处。工人们在
忙着给茶树剪枝。

黄大村背靠大别山余脉严恭山，
内有水库、山清水秀、空气清新。在
过去，因四周环山、偏僻闭塞，村民
们的日子过得穷苦，全村总人口3506
人，2014 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059
人，是全县有名的贫困村。

穷则思变。2012年起，该村因地
制宜发展茶叶，成立茶叶种植合作
社，将千亩荒山变成“绿色银行”。
截至目前，全村已有茶园 2400 多

亩。其中，合作社茶园 1000 多亩，
村民自种茶园 1000 余亩。2014 年，
黄大村创建了“黄大白茶”品牌。几
年来，不仅在县内颇有名气，在浙江
安吉等地也有了固定的客户群。“白
茶供不应求。档次最高的白茶卖到
1200元一斤。”该村党总支书记熊祥
新说。

品牌带来了效益，茶产业带动了
群众增收，也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有力
支撑。2016 年年底，黄大村整村出
列，2019年集体经济收入超20万元、
人均纯收入超1.1万元。目前，合作社
内有固定工人 15 名，其中贫困户 8
人，每人每年工资性收入超2万元。

农业发 展 ， 需 要 适 度 规 模 经
营。近年来，该县鼓励各乡镇有序
推进土地流转、积极发展农业适度
规模经营。不光黄大村，如今走在
该县各乡镇内，随处可见规模经营的
农业主体。

截至2019年底，该县共有农民专
业合作社1278家，其中国家级示范合
作社7家，省级示范社9家，市县级
示范社90家；家庭农场803家，其中
省级示范家庭农场22家，市县级示范
家庭农场 103家。村均 （共209个行
政村和社区）拥有农业专业合作社6
家、家庭农场2家。

不仅如此，该县还大力培育农业
职业经理人、破解农业“谁来经营”

难题。不断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农村
实用带头人培训，破解农村“谁来种
地”难题。有效运行农村土地流转服
务平台，有序流转土地46万亩，流转
率超50%。

随处可见的产业化主体

4月 17日下午，该县长铺镇横山
村油茶基地内一派忙碌的景象，基地
负责人余春枝正带着十多个工人给油
茶苗除草。

余春枝，本是一位普通的农家妇
女，后来和丈夫在福建石狮做服装加
工。因为看中油茶产业是绿色生态产
业，市场前景好，她放弃了在外优越
的务工条件，返乡承包荒山。2011
年，她注册成立宿松县新神农生态油
茶专业合作社。

通过在油茶林间套种香樟、桂
花、紫薇等各色苗木，使得昔日沉
寂的荒山原野变成了绿色的海洋。
她用“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免费提供茶
苗、种植技术，并以高于市场 5%
的价格回收油茶果，带动周边农户
发展油茶产业，带动了一批贫困户
脱贫致富。

现代农业，产业化是基础。近些
年，该县通过能人返乡发展产业，把
更多“一懂两爱”（懂农业、爱农

村、爱农民）的人吸引回来，形成良
性循环。

吴伍兵，是该县在外创业的企业
家。2013 年返乡发展油茶规模化种
植，成为当地特色产业发展一个新
亮点。如今，吴伍兵的油茶基地从1
个发展到 4 个，累计流转荒山 6.9 万
亩，栽培油茶 454 万株；他还创办
了油茶籽加工产业园，年产 3000吨

“水法”油茶籽油生产线已经投产。
吴伍兵的油茶产业，让上万户农户受
益，实现年年有租金、天天有工做、
家家有油茶。

靠山吃山。近年来，该县大力发
展油茶产业，截至目前油茶栽培面积
15万亩以上，油茶专业合作社、种植
大户162家（个），以油茶为主的省级
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14家。

靠水吃水。近年来，该县在保护
大湖水质的同时，大力发展稻虾综合
种养，稻渔综合种养面积超12万亩，
百亩以上种养基地100个，千亩以上
种养基地30个，万亩以上连片种养基
地2个，省稻渔综合种养双千工程示
范基地千亩示范片9家。

截至2019年底，该县形成了粮棉
油产品加工、畜禽产品加工、水生动植
物产品加工、林果产品加工及农业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等6大农产品加工板块，
农产品加工值突破100亿元大关。

（下转第二版）

规模化产业化科技化

现代农业让宿松乡村“活”了起来

4月21日下午，迎江区一小学大队
辅导员和2名少先队员，在我市历史文
化墙前举行迎接世界读书日活动,并以

“云课堂”的形式分享给学校师生。
今年 4 月 23 日是第 25 个世界读书

日，迎江区 17 所中小学采取不同的
形式，迎接“世界读书日”的到来，
倡导全民读书、养成终身阅读的文明
风尚。

黄有安 余燕 摄

全民阅读

文明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