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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2020 年，因突如其来的疫
情，让许多人的生活方式和工
作节奏发生了改变，乡村企业
老板潘宇华也不例外。

在太湖县天华镇平岭村，
已经脱贫的潘宇华比任何人更
渴望全面复产复工，因为他正
在致富的路上爬坡，不进则
退。受益于脱贫致富的政策措
施，通过近几年的打拼，潘宇
华家进入了富裕的序列，美好
的光景已显露。

去年的此时，潘宇华的家
庭企业忙得不亦乐乎——来料
加工外贸服装的几台缝纫机

“哒哒哒”响个不停，合伙经营
的一个山庄游客络绎不绝，自
家还有一辆货车在周边跑着运
输，小手工制作的面厂天气好
时每天可生产二三百斤面条。

而今年这一切一度停滞。
没有外贸订单，几台缝纫机闲
置在角落里，货车运输业务清
淡，山庄的游客也比较稀少
……唯一可以复工创收的，只
有手工面条的制作。

在平岭村，面条制作是潘
家祖传的手工工艺，传到潘宇
华这，已是第三代了。

潘宇华原在外地企业打工

搞管理，完成原始积累后，便带
着资金回家乡发展。他觉得祖
辈手工制作面条有很大的局限
性，比如和面、搓条费力费时产量
极低，必须用机械才能增效，于
是他投入几万元进设备。但在
试生产时，搭上了好几袋面粉，
拉出的面却不成型，潘宇华只
能免费送给本村村民食用。经
反复试验，最终他成功了，去年
正式投产后，生产面条上万斤，

并解决了当地5户贫困户就业。
面条供不应求时，有人建

议潘宇华到县城附近建厂，扩
大生产规模。几经权衡，他听
取了手工面“二代传人”叔叔
的忠告——“这面条为什么好
吃？有两个自然因素，一是山
泉水，二是气候条件，发酵最
讲究这个，离开这独具特色的
地理环境，面条质量打了折扣
就失去竞争优势。”最终，潘
宇华把工厂选在平岭村的一
处高坡上的平地。

如果照去年的生产速度，
今年再产万斤手工面本不成问

题，然而疫情发生使生产受
阻，今年至4月底仅产面条两
千来斤。如何因地制宜纾困发
展，潘宇华认为，只有满负荷地
生产才能把失去的损失夺回
来。但现在的面条制作还是

“靠天吃饭”，山雨说来就来，为
了突破这一“瓶颈”，潘宇华决
定建一个配套设施烘干车间。
这样，即使下雨也不误生产。

潘宇华的小小制面厂只是
我市生产企业的一个缩影，为
克服疫情影响，不论大小企业
都在迎难而上复工复产，谋求
发展，努力推动经济增长。

手工制面 立足山村谋发展
记者 吴有为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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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将面团放在案板上压成饼状，再用刀切成约2厘米宽的条状，然后经过反复搓拉到1厘米

宽，这几道工序都是细心的力气活。

图2：在蓝天、远山的映衬下，细细的面条如同竹帘，成为山村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图3：趁晴好天气将面条自然晒干，收面时盘成8字形装袋，手工面制作便完成了。

■复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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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三个坚持”做好增减挂钩工作。坚
持高位推动。各地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亲自部
署、调度、督查，基本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
抓、乡镇主干、部门配合、群众参与”的工作格
局。目前，全市完成复垦8.06万亩，完成市级
验收5.08万亩，完成交易2.29万亩，交易金额
85.75亿元，其中去年交易数量位居全省第1。
坚持制度先行。印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退宅还耕）促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意
见》等文件，加强资金收益统筹管理，确保资
金收益分配公平合理，并全部返还用于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坚持长远发展。实施城乡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退宅还耕）项目与易地扶
贫搬迁、危房改造等工作有机结合、统筹推
进。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对退出农村宅基地
的，制订差别化政策，给予合理补偿，保障宅
基地退出人合法权益。实施增减挂钩项目拆
旧复垦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优先满足农民
新居、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建设，并留足
乡村振兴发展建设用地。 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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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持续好转，怀宁县
江镇、洪铺、三桥、小市等血防重点乡镇有序
开展沿湖重点环境的春季查螺灭螺工作。每
年春季对环境内的钉螺调查以及灭螺工作是
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每年血
防工作的开端。怀宁县已于2019年初通过省
级血吸虫病阻断标准的评估，然而血吸虫病
传播环节复杂，影响因素众多，防治任务艰
巨，保虫宿主种类多，有螺环境治理难等原
因，传播风险依然存在。2020年是怀宁县实
施“地方病血吸虫病防治攻坚行动”和“十三
五”血吸虫病防治规划的收官之年，沿湖各地
加大了查螺工作力度，科学应用春季查螺结
果，合理安排药物灭螺工作，着力提高春季查
灭螺工作的质量管理，有效控制钉螺面积，进
一步巩固各项防治成果。 檀志扬 洪毅坚

怀宁全面铺开
春季查螺灭螺

桐城市聚力科技创新推进“智慧防汛”。
打造平台。加强防汛信息平台建设和防汛
会商调度系统建设，建立防汛综合信息查询
系统，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全市建成水位站
17个、雨量站59个、预警广播54个。加大投
入。及时进行防汛会商调度，投入 180 多万
元新建山洪灾害监测预报平台，建立防汛短
信推送平台，实现防汛信息资源共享。强
化预警。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通过防汛
会商调度系统、防汛综合信息查询系统、山
洪灾害监测预报平台、防汛短信推送平台等
实时监测雨情、水情和水利工程运行情况，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桐城

桐城市聚力科技创新
推进“智慧防汛”

“五一”假期，记者走进宿松
县破凉镇黄大村张摆屋组，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平整宽阔、干净整
洁的水泥路，绵延的乡村道路宛
如青山绿水间一条舞动的绸带。

然而，就在前些年，这里的
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前些年，
道路没有硬化，鸡鸭满地跑，垃
圾 随 地 倒 ，下 雨 天 污 水 到 处
流。”张摆屋组村民张铁峰说，
如今村子里“脏乱差”现象已经
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干
净整洁、文明新风。

黄大村，位于破凉镇最北

端，三面环山，辖 38 个村民
组，总人口3406人，总面积10.5
平方公里，山林 1900 亩，水面
350亩。2015年起，该村分步实
施美丽乡村建设，2016年被列为
市级美丽乡村中心村，2018年被
列为省级美丽乡村中心村。

近些年，黄大村着力改善
人居环境，高标准建设中心村
内“串 户 路 ”及 主 干 道 全 部 修
通，路面宽度达到 3.5 米，实现
了中心村 6 个村民组的环形路
网的循环贯通，完成组组通、户
户通，大大方便了村民出行；安

装主干道路灯 76 盏、广场景观
灯 8 盏，实施村庄亮化工程；村
内建有文化体育健身广场，建
成休憩长廊、停车场、小广场等
公共设施。

对照农村卫生改厕标准，该
村拆除旱厕建卫生厕所，完成
中心村卫生改厕 88 户，建设公
共厕所3处。对中心村内2口当
家塘清淤并生态护砌，护坡全
部绿化。实施中心村庄绿化提
升工程，绿化覆盖率达91%。中
心 村 垃 圾 进 行 市 场 化 清 扫 保
洁，垃圾处理全覆盖。“光陈年

垃圾，就集中清理了 40 多吨。
牛皮癣也清理了几千处。”该村
党总支书记熊祥新说。

黄大村，只不过是破凉镇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该镇立足实际，创新
举措，按照硬化、净化、绿化、亮
化、美化等要求，通过推动农村改
水改厕，组织开展清理道路两旁
垃圾、疏通排水沟、清除墙面小广
告等行动，着力改变农村“污水靠
蒸发、垃圾靠风刮”的旧貌，持续
深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广
大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破凉镇还从长远考虑，积极
构建环境综合整治长效机制，制
定了村庄面貌整洁有序、生态环
境更加优美、公共设施运行良
好、村风民风文明和谐的人居环
境长效管理目标，促进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
化。“我们配齐了保洁队伍，优化
布局农村生活垃圾转运站、收集
点，配置生活垃圾收运车辆，采
用户分类、村收集、乡镇转运处
理的方式，努力打造美丽整洁新
破凉。”该镇党委书记王硕华说。

记者 沈永亮 通讯员 吴少平

村庄大变样 提升群众获得感


